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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13年度 

 

一、財團法人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中心原名「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係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二十

五日依據中華民國政府會同聯合國特別基金會及國際勞工局訂立之   

「金屬工業發展執行計畫」所成立，為一非營利之財團法人；民國八十

二年五月一日奉准更名為「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二)設立目的 

本中心從事金屬及其應用產業所需生產與管理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推廣，

旨在促進國內金屬及其相關應用產業升級，使其具備國際市場良好之競

爭能力為目的。依據本中心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範圍如下： 

1.金屬及其應用產業相關技術研究與發展。 

2.產品開發與成果運用推廣。 

3.策進產業國際合作與策略聯盟之交流與發展。 

4.金屬及其應用產業法規及標準建構與檢測、驗證、鑑定等服務。 

5.管理服務及產業人才培訓。 

6.市場及技術研究分析、發行與出版。 

7.金屬及其應用產業之投資，以促進其發展。 

8.其他有關金屬及其應用產業之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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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1. 本中心依捐助章程所訂，現有董事13人、監察人3人，由政府主管機關自

產、官、學、研代表推派之。董事長為林仁益先生，執行長秉承董事會

決議方針，綜理中心一切業務。本中心研究領域甚廣，按各業務範圍設

有9業務處，另設企劃推廣處等行政支援單位(如下組織圖)。至112年4月

本中心人數計988人，其中博士95人占10%，碩士591人占60%，學士241

人占24%，專科34人占3%，其餘27人占3%。113年度預算人數1,049人    

(含約聘人力)。 

 

本組織圖經112.1.31提報第23屆第1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報備自112.3.7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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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門職掌： 

執行長室： 

(1)秉承董事會業務方針，董事會議、常務董事會議之決議，及董事

長之裁決事項，綜理本中心業務。 

(2)中心政策方針、營運目標、執行策略等策劃與推動。 

(3)各部門業務督導與考評。 

稽核室： 

針對以下業務範圍執行檢查、評估及建議： 

(1)政策、法令、規章、計畫、程序及契約之遵循。 

(2)財務與營運攸關資訊之可靠性與完整性。 

(3)資產之確保。 

(4)營運或專案目標之達成。 

(5)資源之經濟及有效使用。 

工業安全衛生室： 

(1)釐訂工業安全衛生工作計畫、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規劃、協調、支援及查核各部門實施工業安全衛生管理。 

(3)規劃及實施工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產業化推動中心： 

(1)跨域整合、產業創新服務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2)整合多製程之金屬製品快速試作開發服務。 

(3)國防與航太產業、農業設施產業之產業發展規劃及推動。 

(4)內部育成、新部門孕育及新創公司之推動。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服務處： 

(1)海洋工程相關人才培育及創新職能訓練科技開發。 

(2)海洋產業科技創新研發及新興產業育成。 

(3)產業轉型升級輔導與推動。 

(4)與國內外海洋工程相關之產業、學術與研究單位等進行技術合作

、交流與媒合。 

醫療器材研發服務處： 

(1)醫療器材(如人工牙根、骨頭等及其器械)及光電(如半導體、平面

顯示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體等及其應用)之製程設備與零

組件技術與產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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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療器材臨床資訊、產品設計、分析與實驗平台，光電製程設備

與零組件實驗型產線之設置。 

(3)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專利、法規、標準與產業

發展規劃。 

(4)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產業供應鍊，聚落推廣與

技術輔導服務。 

(5)醫療器材及光電製程設備與零組件產品國際技術合作、行銷及整

合。 

智慧暨系統研發服務處： 

(1)智慧技術發展及創新服務模式之推動與輔導。 

(2)電化學加工技術及其製程設備研發。 

(3)風力機測試實驗室建置及設備技術服務與專案管理。 

(4)風場投融資之專案管理相關技術服務。 

(5)技術創新及研發計畫之執行。 

(6)衛浴器材性能分析檢測驗證服務。 

(7)檢測驗證技術之諮詢及輔導業務。 

(8)產品之臨廠監督試驗服務。 

服務創新發展處： 

(1)企業營運創新服務、品質手法改善與國際標準管理系統之應用與

輔導。 

(2)金屬相關製品產品之開發與服務。 

(3)管理系統驗證、產品驗證、檢驗機構、確證與查證暨政府委託相

關驗證計畫。 

(4)協助公部門進行產業發展策略規劃、政府專案計畫推動與執行。 

產業升級服務處： 

(1)產業升級各項管理技術之評估、發展、推廣與服務。 

(2)產業人力發展及培育業務之整體規劃與執行。 

(3)材料、產品之檢測、驗證與鑑定服務。 

(4)檢測與驗證技術之研究開發，並提供技術諮詢與顧問服務。 

(5)產業升級經營策略規劃及經營管理知識化、電子化之發展、輔導

與推廣。 

(6)其他國際合作與產業升級相關技術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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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微成形研發處： 

(1)從事精微/精密產品及其成形製程、模具、表面性能、系統設備等

相關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推廣。 

(2)與國內外相關產業、學術與研究機構等進行技術合作、交流與技

術媒合。 

金屬製程研發處： 

(1)金屬材料、固、液相成形與接合相關系統技術之引進、研發與推

廣。 

(2)金屬產品熔鑄、鍛造、銲接、成形相關系統技術之研發、試製與

推廣。 

(3)各種金屬零組件、模具及加工系統之開發與試製。 

(4)與國內外金屬相關之產業、學術與研究等單位進行技術合作、交

流與技術媒合。 

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1)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創新、整合等相關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推廣。 

(2)精密機電、智慧系統相關技術之研發與推廣。 

(3)生技、能源、環保製程與生產系統等相關技術之研發與推廣。 

(4)與國內外相關產業、學術與研究機構進行技術合作、引進、交流

與媒合。 

行政管理處： 

(1)綜理中心相關行政事務。 

(2)中心軟硬體環境之建置、維護與管理。 

(3)中心各項物品、財產之採購、維修與管理。 

(4)人力資源管理及人才培訓規畫、執行。 

(5)董監會、規章及印信之管理及秘書事務。 

(6)圖書及技術資料文件管理。 

(7)出納事務管理、財務調度及理財業務之綜理。 

會計處： 

(1)會計政策及會計制度之擬訂。 

(2)預算業務之執行與績效評核。 

(3)會計業務之處理與憑證審核。 

(4)內部審核工作之執行與報告。 

(5)各項稅捐業務之處理。 

(6)轉投資事項之簽辦與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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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推廣處： 

(1)規劃、推動中心知識管理制度系統。  

(2)中心中長期業務發展策略規劃。 

(3)中心研發方向之協調與規劃。 

(4)國際合作研發協調規劃。 

(5)組織編裝規劃。 

(6)各部門年度績效評估。 

(7)整合、協調各處，協助推廣各項業務。 

(8)產業技術知識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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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計畫 

本中心113年度工作計畫概分為研究計畫與工業服務兩大類，其中研究

計畫收入預算編列1,070,000千元；工業服務包括政府委辦計畫(包含廠商配

合款)、自主工業服務計畫，工業服務收入預算編列2,120,000千元。研究計畫

分為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域)、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

別；工業服務計畫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業、自主工服等領域，

相關執行重點如下： 

(一)計畫重點 

1.研究計畫 

 開發創新前瞻技術，布局國內外關鍵專利 

 協助國內先進材料與製程研發、節能與儲能研發、先進微創醫

材研發、高階精微製造系統開發、金屬智慧製造技術等相關領

域布局，促成跨領域與創新系統研發，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針對具市場價值潛力之技術與母專利布局成果，以及具有智慧

財產價值之計畫成果延伸至關鍵類/環構類科專，進行量產技

術開發與深化。 

 建置金屬關聯產業產品試作及基礎技術開發之整合性平台，打造

產業科技服務試煉場域 

 建置金屬鑄鍛件製程數位優化試量產平台，進行產學研研發所

需之共用系統/設備及特色模組建置，並鏈結國內材料與設備

廠商，進行產品開發與共同示範產線建置，以提供產業自主研

發及產業創新所需之關鍵設備及核心技術能量。 

 因應智慧機械及運輸工具產業於高強度材料擴大應用之需求，

預計建立金屬高值製品特殊表面處理研發加值平台，以建置金

屬製品先進表面處理技術平台為目標，進行微粒子轟擊複合強

化處理系統、電漿電解高潔淨拋光系統、小批量電漿噴塗試作

服務系統技術平台建置，提供相關產業產品生產所需之表面處

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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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金屬產業低碳再生材料暨高值應用技術，滿足國內新興金屬

製品材料產業之國際淨零減碳趨勢 

 因應國內新興金屬製品材料產業之國際淨零減碳趨勢，將針對

泛用型(大型結構鑄件用砂)及戰略型(半導體、電子元件用銅)

之材料再生與應用，開發銅資源物再生冶煉與純化技術、可循

環人造鑄砂與廢鑄砂再生技術等，以循環手段達到淨零減碳目

的，減少原物料使用碳排並提升廢棄物再利用率，補足國內原

生材料缺口。 

 開發模具產業智慧減碳生產技術，強化產業出口競爭力 

 為使模具產業鏈達到減碳並提升製程能效，預計建立高得料率

模具設計技術、綠色節能成形製程技術、試模調教技術、模擬

矽膠模具設計技術等技術，達到製程減廢、降低生產成本及能

源損耗，有效提升產品良率及產能，促進國內廠商建立高階製

造領域量能，切入歐美等綠色供應鏈國際市場。 

 串聯產學研創新技術量能，促進產業技術精進與升級 

 鏈結在地公/協/學會與在地學校與研究法人，運用學研關鍵技

術解決產業鏈關鍵缺口，預計協助射出成形機產業導入射出成

形製程減碳預測模組，即時監控製程中碳排狀況、調整製程，

提升管理效能與生產品質；協助高爾夫製造產業開發球頭研磨

拋光控制模組技術，提升鈦合金球頭研磨效率；聯合在地學界

高爾夫製造產業支援體系，發展高速多角度影像瑕疵檢測技

術，提升球體瑕疵檢出效率。 

 開發衛星載體零組件關鍵製程模組，提升我國複合材料供應鏈之

國際競爭力 

 為發展太空規格網通裝置關鍵模組及設備能量，推動衛星應用

之創新產品開發，預計建置模具急冷急熱模組技術及開發熱塑

碳纖複材構件一體成形製程技術，對應太空所需高比強度輕量

化構件應用，並建置量產型多通道細長管內鍍膜系統及示範場

域，提升衛星燃料管路零組件國產自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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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高導熱高效沸騰銅管生產線，達成國產自主化 

 預計開發高導熱耐蝕高效率再沸器設備之沸騰管材，協助國內

相關業者導入製程技術，建置國內首座石化設備用高效率再沸

塔製造產線，落實高效率再沸器及其零件國產化應用，解決石

化產業所需生產設備之關鍵組件進口依賴與斷鏈危機。 

 開發自動駕駛關鍵技術，協助廠商打入國際市場 

 預計完成自駕車電子電氣線控化域控制(Zonaul EEA)技術、車

電模組遮蔽材料開發暨技術驗證，協助國內車電業者將遮蔽材

料整合為高電感值耦合電感零件應用並通過EMI等相關驗證，

提升車電模組之遮蔽效應，進而優化車電模組之系統品質，帶

動國內ICT、整車及零組件廠投入並串聯供應鏈，補足國內車

電產品化產業缺口，導入國際車廠供應鏈。 

 開發植物性飲品製程技術，推動國內植物基市場發展 

 將針對不同植物原料種類之植物性飲品的屬性，整合不同功能

模組串接混合桶槽，發展植物性飲品精準調配製程與設備整合

技術，建立具備品質即時反饋與預測系統的植物性飲品商品化

平台，以解決植物性飲品分散不均及顆粒沉澱等問題，補足規

模生產時其製程與設備技術缺口，協助食品飲料產業與食品設

備業者於植物基市場拓展新藍海。 

 開發智慧節能電源系統，提升半導體高溫長晶產業節能效益 

 為解決半導體產業在長晶階段的超高溫製程所帶來的能耗，將

藉由節能電源供應模組、長晶效能優化模組(具備電源匹配與

感測過載功能)，和均溫製程系統與感應加熱模組等技術的建

立，完成低溫節能液相長晶系統，預期可升級長晶設備在高溫

控制時的響應速度，並抑制電壓漣波等負面效益，降低長晶系

統的能量損失，提升系統能效。 

 打造5G科技應用實證場域，促進南台灣產業數位轉型 

 將推動高雄亞洲新灣區5G AIoT應用創新，邁向高值化與數位

轉型，建構我國自主創新產業環境與供應鏈，並促進高雄新創

群聚及橫向鏈結，加速南部地區創新創業成長，引領科技及人

才南向，打造高雄亞灣區成為新世代科技應用先驅，帶動南台

灣產業5G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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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提供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建議 

 預計協助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產業領域研發研究，並藉由建置

金屬相關產業之國內外市場動態趨勢基磐及技術預測，適時提

供產業必要支援及輔導，提供業者瞭解全球市場、技術及產品

發展與應用趨勢，作為產業經營策略調整、拓展市場、產品規

劃、行銷資源分配及投資決策之重要依據。 

 未來將藉由智網服務平台進行整合與擴散，透過年鑑、產業基

磐報告、產業評析等方式發表，配合智網平台的e化服務銷售，

強化普及性及即時性推廣銷售，深化產業影響力。 

 開發風電運維產業創新技術，提升國內運維產業量能 

 因應國內低緯度、地震帶、颱風帶地理環境，以及評估國際發

展趨勢與國際大廠需求，將開發風力發電運維人員作業暨安全

輔助系統、離岸風機水下基座防護系統、無人載具水下檢測系

統整合應用等技術，目標為促進運維創新技術在地化，並加速

國內運維人才培育與養成。 

 開發太陽電池關鍵製程試量產設備，以國產自主化取代進口 

 為提供批量式製造方案輔導業者升級現有太陽電池效能，將開

發國內第一套大面積TOPCon太陽電池關鍵製程設備，並藉由

堆疊型太陽能電池鈍化絕緣層與封裝層研發設備技術，發展自

有高效率太陽電池技術，加速其量產進程，期能藉由自主開發

關鍵製程設備帶動產業鏈，促使國內太陽光電產業建立技術領

先優勢。 

 開發智慧型自預熱式暨間接燃燒系統，促進高效率燃燒能源產業

發展 

 為提供金屬相關產業從傳統加工到高階製造的中高溫用熱製

程設備廢熱回收，達到產業製程能耗改善與產業節能，將發展

熱能回收技術，由原有的直接加熱跨足至針對高溫「間接」燃

燒工業爐的廢熱回收，可滿足金屬相關產業550～950℃之中高

溫製程設備廢熱回收，預計可應用於既有傳統加工，以及國內

需進行高均溫或透過爐內氣氛進行加熱的產業，促進高效率燃

燒能源設備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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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酸性地熱創能系統，加速高潛勢區地熱創能產業開發 

 為加速高潛勢區地熱創能產業開發，建立地熱管系統解決方

案，將透過耐酸性地熱材料應用技術，建置耐酸性腐蝕地熱系

統，推動地熱創能合作，藉由酸性地熱案場之技術應用，落實

地熱能源國產化，活化高潛勢地熱能源產業價值帶動商機。 

2.工業服務計畫 

(1)金屬機電領域 

 推動機電產業智慧製造，打造全球智慧機械研發基地 

 將透過關鍵技術協助金屬產業智機化，包含海洋機械、航空產

業、智能機械、機械產業人才培訓等，除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

力外，將加速推動我國機械產業由精密機械朝向智慧機械發

展，建立符合客戶需求的技術應用服務能量，提供客戶整體解

決方案。 

 開發化合物半導體設備，帶動我國半導體產業領先優勢 

 因應碳化矽(SiC)化合物半導體具高硬度及高熔點特性，將協助

業者開發化合物半導體製程設備，以提升設備關鍵零組件供應

能力並通過終端規格認證。針對化合物半導體長晶、磊晶、加

工與製程設備國際規格為目標，輔導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製造

廠商，使其與設備使用廠商或半導體設備外商之需求相連結，

以建立國內自主技術能量。 

 建立運具產業智慧製造關鍵技術，滿足產線快速且品質精良之需

求 

 將協助產業應用數據分析回饋技術，提升產線效能與產品品

質，並透過廠商諮詢訪視、技術輔導與促成跨域合作，達到機

車產業應用多元智慧技術提升產線彈性化、稼動率、高階品質

之目標。 

 推動家電產業數位轉型，協助廠商拓展全球市場 

 將協助推動家電產業預防性之振興輔導措施，提升業者產品品

級及價值，促使家電產業升級轉型，預計協助家電產業之價值

鏈輔導，使產品通過驗證、改善設計、研發、製造及管理，提

升產品品質、品級及附加價值，以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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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產業技術升級，協助產業邁入國際供應鏈 

 為解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廠商高階人才缺口，將成立產業輔導

團與人才訓練中心，並因應風力機大型化趨勢及區塊開發風場

新技術需求，推動技術輔導案，期能精進水下基礎技術基盤，

推動產業製造能量優質化，成為國際Tier1(第一階供應商)供應

國。 

 推動在地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智慧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 

 為促使我國加速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導入智機化，將整合智慧

技術，使水五金與手工具生產所需之機械設備具備故障預測、

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等智慧化功能，帶動水五金及手工具

產業朝智慧化、數位化發展，並建構智慧製造示範平台及物聯

網行銷服務平台，以提升產品知名度並擴展國際市場。 

 建立電子設備關鍵製造技術，加速電子設備國產化開發 

 為推動我國光電及半導體等相關電子設備產業，將針對次世代

顯示設備、高階載板及智慧感知相關應用設備，開發關鍵模組

與耗材零組件，整合技術輔導、商機媒合、國際合作等作法，

協助業者進軍國際設備大廠供應鏈，以強化我國電子設備產業

的國際競爭力。 

 建置高雄海洋科技專區，協助離岸風電產業發展 

 將透過研發環境維護與管理服務系統，進行廠商服務、技術推

廣與行銷，配合相關企劃管考作業，推廣海洋科技產業服務，

並持續推動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辦理海洋科技

人才培訓，維持國際認證機構資格，並協助海洋科技產業客製

化課程規劃與設備維護。 

 將透過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建置海洋科技產業研發能

量，協助輔導國內廠商提升海洋科技能量，並鏈結地方特色產

業朝高值化發展。預計協助離岸工程中心建置與國際標竿機構

接軌之離岸工程風波流測試場域，並建立離岸工程設計模型軟

硬體測試與培訓專業技術人才，以提升國內離岸工程技術研發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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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生化工領域 

 建置數位醫療與精準健康臨床場域，加速整體輸出行銷全球 

 透過醫院臨床場域建置與國際行銷推廣，促進產業投資與國際

交流跨域整合，針對特定疾病領域建構臨床場域，主動媒合進

入醫療體系，推動醫材與數位醫療臨床場域，並舉辦商機洽談

會、實作工作坊及參與國際展會等系統整合輸出行銷國際。 

 藉由產業價值鏈分析與上市臨床驗證輔導，扶植既有醫材及創

新數位醫材廠商導入高值化醫療技術，並協助醫材廠商與異業

廠商跨越醫療法規障礙，協助國內業者掌握相關醫療市場、驗

證、上市法規等資訊。 

 推動醫療器材業者完善諮詢輔導服務，加速醫材產業創新媒合 

 將串連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及南

部科學園區等國內四大生醫園區之能量，透過歷年產學研界培

訓醫療器材法規諮詢種子人員，協助各區醫療器材業者完善諮

詢輔導服務，指引各領域業者正確法規途徑，協力發展具台灣

特點的創新醫材。 

(3)地區產業領域 

 建構產業韌性情資加值服務，促進產業園區活化發展 

 以建置「產業園區廠商情資平台」之深厚廠商情資為基底，持

續強化園區產業及廠商資料，並依據園區管理單位及廠商平台

共同需求或開發建議，逐步擴增平台創新功能，透過數據擴充、

交叉比對，即時總覽產業概況與趨勢，進而建置產輔相關數據

加值服務模組，裨益實現園區管理升級，輔助園區管理單位或

廠商進行精準決策。 

 推動產業園區創新升級轉型，以推動園區永續發展 

 將成立專家團隊協助園區廠商營運活化、標竿學習示範，促成

正向合作範例，帶動園區產業發展與創新升級轉型，並促進跨

域數位行銷合作，以園區產業供應鏈及區域鏈結方式，結合區

域產業，多元化協助園區供應鏈轉型，整合園區內外供應鏈合

作，共同協助園區創造特色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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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國際醫療交流合作，提升我國高階牙材於新南向國家之國際

能見度 

 將推動新南向國家之醫事人員培力工程，深耕醫衛人脈網絡，

整合國內具潛力廠商自家產品，與新南向國家建立廣泛之雙向

合作機制及醫衛人力培訓互動，建立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

市場之連結。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生態系，再創產業成長契機 

 將運用新興科技、數位平台與服務設計等，促成中小企業生態

系形成跨領域、新形態的商業合作模式，發展創新商品、服務

或應用等，結合場域實證，使商業模式可落地營運，並能共同

開拓新客群、新市場或海外合作關係，獲取新的商業效益。 

(4)自主工服領域 

 工業人才培訓 

 開辦工業安全衛生訓練、國際標準制度訓練、技術及管理類之

臨廠訓練、開辦國外研習團，協助培訓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

厚植業界之人力資源，進而改進業者之生產技術，以滿足產業

界成長求新求變之需求。 

 檢測服務 

 提供民間業者化學分析，包括濕法及分光分析技術、金相分析、

材料及製品機械性能檢測、材料及製品機械性能檢測振動與噪

音量測與分析、精密量測與校正、破損分析、表面檢測技術，

使業者獲得公正客觀的品管資訊。 

 技術服務 

 針對金屬材料及製品、高值精微製品、高值設備、醫療器材及

照護以及綠能等五大重點產業，就製程改善、新產品研發、品

質管制、產品設計、加工處理、電子化、經營管理等技術協助

業者降低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加強產業競爭能力。 

 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服務 

 為加速協助傳統產業技術加值及創新應用，填補產業技術缺口

及提升系統性整合能量，持續透過積層製造中心、金屬智慧製

造中心、試作與 CAE 雲端服務加值中心等關鍵能量，以協助

產業創造快速開發產品、智慧化製程開發、市場拓展的價值，

並作為示範與引導產業之作用，創造更具競爭力之產業發展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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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 

本中心113年度經費需求共計3,350,000千元，明細如下表： 

經費 

來源 
計畫性質 項   目 說    明 

經費需求 

(千元) 

政府 

經費 

研究計畫 科技專案計畫 
經濟部委託科技研究發展專案，包含產

業技術司及能源署之科技專案 
1,070,000 

工業服務

計畫 

政府委辦工業

服務計畫 

產業發展署、能源署、標檢局、中小及新

創企業署、產業園區管理局、國科會南科

管理局、衛服部等政府單位委辦計畫 

1,330,000 

政府經費小計 2,400,000 

民間 

收入 

工業服務

計畫 

政府委辦案 

廠商配合款 

執行上列政府委辦工業服務計畫廠商配

合款 
50,000 

自主工業服務

計畫 

工業人才培訓、檢測服務、技術服務(製

造與管理) 
740,000 

研發成果收入 
執行經濟部委託科技研究發展專案所產

生之成果，技術移轉、專利授權收入 
125,000 

研究計畫衍生收入 
執行政府委託計畫，其業務所衍生之技

術刊物、參展服務及人才培訓收入等 
10,000 

銷貨收入 
經濟部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試作工廠

所產生之銷貨收入 
3,000 

其他業務收入 
無形資產－專利依年限攤銷轉列為當年

度收入等 
7,000 

業務外收入 
利息收入、金融資產處分利益及評價收

益、中油土地使用收入及零星什項收入 
15,000 

民間收入小計 950,000 

合     計 3,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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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本中心113年度執行研究計畫與工業服務計畫，預期效益如下： 

1.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方面，本中心預計執行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

域)、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別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專利

申請130件、獲得85件、應用130件；技術移轉160件，研發成果收入數

125,000千元；促進投資35億元以上、創造產值70億元以上；增加就業

人數700人次。 

 

2.工業服務計畫 

本中心執行工業服務計畫主要分為政府委託案及自主工服案，協助廠

商技術深化及轉型升級，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業、自主

工服等領域。預計完成服務廠家400家次，工業人才培訓共計辦理講習

600班次，受訓人員13,000人次；促進廠商投資250億元以上，創造產

值400億元以上，增加就業人數2,000人次；完成檢測服務、制度認證

輔導、協助產品開發、技術與管理服務共計10,000廠家次、30,000案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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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1.收入預算概況 

本年度收入預算數共計33億5,0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8億元，增加

5億5,000萬元，增加19.64%。 

(1) 業務收入預算數33億3,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55%。 

勞務收入預算數33億2,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99.25%，較上年

度預算數27億7,500萬元，增加5億5,000萬元，增加19.82%，主要

係配合政府疫後特別預算推動及淨零政策新增新興計畫，致使研

究計畫收入及工業服務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預算數3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09%，與上年度預算

相同。 

其他業務收入預算數7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21%，與上年度

預算相同。 

(2)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1,500萬元，佔總收入預算數0.45%，與上年度預

算相同。 

2.支出預算概況 

本年度支出預算數共計33億5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7億6,000萬元

，增加5億4,500萬元，增加19.75%。 

(1)業務支出預算數32億9,130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9.59%。 

勞務成本預算數32億2,424萬3千元，佔總支出預算數97.56%，較

上年度預算數26億8,448萬2千元，增加5億3,976萬1千元，增加

20.11%，主要係配合政府疫後特別預算推動及淨零政策新增新興

計畫，致使研究計畫支出及工業服務支出增加。 

銷貨成本預算數255萬元，佔總支出預算數0.08%，較上年度預算

數270萬元，減少15萬元，減少5.56%。 

其他業務支出預算數6,450萬7千元，占總支出預算數1.95%，較上

年度預算數6,038萬8千元，增加411萬9千元，增加6.82%，主要係

本年度預估賸餘較上年度增加，依規章提列績效獎金亦較上年度

增加。 



1-18 

(2)業務外支出預算數245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07%，較上年度預

算數243萬元，增加2萬元，增加0.82%。 

(3)所得稅費用預算數1,125萬元，占總支出預算數0.34%，較上年度

預算數1,000萬元，增加125萬元，增加12.5%，主要係估列本年度

稅前賸餘增加，致所得稅費用增加。 

3.收支賸餘概況 

本年度總收支相抵後，賸餘預算數計4,5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0

萬元，增加500萬元，主要係民間收入預算增加，使收支賸餘增加。 

(二)現金流量概況 

1.本期稅前賸餘5,625萬元、非現金項目調整之淨現金流入4,388萬9千元

、資產及負債變動之淨現金流入5,448萬3千元、採權益法被投資公司

配發現金股利180萬元及支付之所得稅現金流出972萬2千元，本期業

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1億4,670萬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億3,660萬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340萬元，包

括處分金融資產價款250萬元、存出保證金減少50萬元及收取之利息

40萬元。現金流出合計1億4,000萬元，包括金融資產投資350萬元、採

用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500萬、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9,968萬9千

元、無形資產－軟體投資2,131萬1千元，受限制資產增加50萬元及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投資1,000萬元。 

3.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0萬元，為存入保證金減少10萬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1,000萬元，係期末現金6億5,500萬元，較期初

現金6億4,500萬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15億5,126萬6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4,500萬元及減少透

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110萬元，

期末淨值為15億9,516萬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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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1.決算結果 

  111年度收入決算數34億5,163萬元，支出決算數33億5,391萬2千元，

賸餘9,771萬8千元。  

(1)收入 

業務收入決算數34億2,868萬1千元，較預算數27億1,500萬元，增

加7億1,368萬1千元，增加26.29%。 

勞務收入決算數34億1,576萬8千元，較預算數27億600萬元，增

加7億976萬8千元，增加26.23%，主要係研究計畫收入及工業服務

收入增加。 

銷貨收入決算數600萬元，較預算數200萬元，增加400萬元，增

加200%，主要係中心試作工廠接單較預期佳。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691萬3千元，較預算數700萬元，減少8萬7千

元，減少1.24%，主要係無形資產之已實現之遞延收入減少。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2,294萬9千元，較預算數1,500萬元，增加794萬

9千元，增加52.99%，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 

(2)支出 

業務支出決算數33億2,147萬1千元，較預算數26億8,438萬元，增

加6億3,709萬1千元，增加23.73%。 

勞務成本決算數32億3,105萬4千元，較預算數26億1,738萬2千元

，增加6億1,367萬2千元，增加23.45%，主要係研究計畫支出及

工業服務支出增加。 

銷貨成本決算數495萬元，較預算數200萬元，增加295萬元，增

加147.50%，主要係中心試作工廠接單較預期佳，相關成本增加

。 

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8,546萬7千元，較預算數6,499萬8千元，增

加2,046萬9千元，增加31.49%，主要係年度賸餘增加，依規章提

列績效獎金亦較上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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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外支出決算數990萬元，較預算數187萬元，增加803萬元，增

加429.41%，主要係因評估宿舍重建工程訴訟案敗訴可能性較高，

故認列停工損失所致。 

所得稅費用決算數2,254萬1千元，較預算數875萬元，增加1,379萬

1千元，增加157.61%，主要係年度賸餘增加，致所得稅費用增加

。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賸餘9,771萬8千元，較預算數3,500萬元，增加

6,271萬8千元，增加179.19%。主要係工業服務計畫賸餘增加。                     

              

2.前年度成果概述 

本中心111年度業務在政府有關機關指導及中心董監事會之督導下，

已完成預定目標，執行成果概述如下： 

(1) 研究計畫 

本中心執行研究計畫分為創前/環構、關鍵技術(含跨單位/跨領域)  

、知識服務研究及其他等四大類別，共計完成專利申請140件，專

利獲得104件，專利應用142件；技術移轉180件、研發成果總收入

126,558千元；委託及工業服務180件，服務廠家172家次，服務收

入153,229千元；促進投資39億元以上，創造產值78億元以上；增

加就業人數720人次；獲得2022 R&D 100 Awards、愛迪生獎、德

國RedDot等5項獎項。 

(2) 工業服務計畫 

本中心執行工業服務計畫主要分為政府委託案及自主工服案，協

助廠商技術深化及轉型升級，分為金屬機電、民生化工、地區產

業、自主工服等領域，完成服務廠家411家次，工業人才培訓共計

辦理講習699班次，受訓人員16,090人次；促進253家廠商投資381

億元以上，創造產值413億元以上，增加就業人數2,189人次。完成

檢測服務、制度認證輔導、協助產品開發、技術與管理服務共計

12,096廠家次、37,602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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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績效案例說明 

技術價創 

 完成產業化推動專利授權與委託合作案，列舉10件代表性案

件如下，簽約金額為42,172千元。重大案件包括(1)協助廠商開

發超臨界二氧化碳洗淨設備，節省設備成本達25%，委託金額

30,996千元。(2)協助生技大廠開發碳化鎢碳製程暨真空鍍膜

機，有效滿足客戶產能需求，委託金額9,300千元。(3)協助自

動化廠商開發石墨烯增強銅基複合材料－銅/石墨烯複合電線

製程技術，預計可為廠商帶來每年產值超過10億元，委託金額

6,562千元。(4)協助多家業者運用機電整合打造自動化產線，

每年節省人力成本逾100萬元，委託金額6,312千元。(5)協助高

爾夫製造龍頭企業開發模具填充智慧化參數補償系統，可使

縮短製程時間50%，委託金額3,250千元。(6)協助鑄造廠商開

發機器人輔助砂心自動放置設備，有效提升產品產能與品質，

委託金額3,700千元。(7)協助廠商開發真空系統用汽缸組元件

，協助江鈷成功取得每年達1,500萬元之訂單，委託金額2,887

千元。(8)協助廠商開發AI無人防疫消毒車，已導入台大生醫

醫院、童綜合醫院、桃園署立醫院，委託金額2,520千元。(9)

協助防鬆螺帽廠商開發產線升級智慧製造資訊整合平台暨供

應鏈體系串流，使產品追溯流程從4小時縮短至10分鐘內，委

託金額2,100千元。(10)協助廠商開發蝸桿低變形量潔淨熱處

理技術，每年省下加工費達700萬元，委託金額2,100千元。 

產學鏈結 

 推動「學研雙引擎推動在地產業科技加值創新計畫」，藉由鏈

結學校與法人單位技術能量，協助開發關鍵技術，總計促進業

者投資7.8億元，增加產值14.3億元，促進就業總人數達369人

，並援引政府補助資源支援在地產業發展，協助業者申請政

府研發補助計畫通過31件，通過經費達0.79億元，擴散學界能

量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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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產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計畫」規劃， 透過學校及法人

專案推動，協助產業園區合作專案47案次以上，並協助園區廠

商運用政府補助資源或促進廠商與學研單位發展自主合作案

，並針對共通且迫切需要之關鍵技術或產品，導入法人成熟

技術，促成園區產業轉型示範推動3案次。 

國際鏈結 

 德國Fraunhofer IPA：應用Al演算法及智慧機電整合技術，結

合德國智慧製造國際機構Fraunhofer IPA之模擬資料回饋設計

及Al智慧判斷夾持點等技術量能，共同開發混合感知智慧爪

及機械手臂系統。目前已完成示範場域軟硬體整合，包含手臂

夾爪、3D影像感知器及大型工業格籃，測試降維影像夾取點

機率與手臂路徑方式，並媒合國內機器人廠商與Fraunhofer討

論因應國內造船業製造需求，未來可應用人機協作模式進行

船艙圍口的多層焊道技術研發。 

 與丹麥Maersk Training、Vestas國際機構合作，完成風機系統

運維技術種子師資培訓(4名)，並協助SGRE(西門子歌美颯)台

中機艙廠在地人才培訓逾40人，使能順利啟動組裝作業。 

 與德國萊因TÜV、挪威DNV國際驗證機構合作，完成歐盟醫

療器材法規(MDR)種子人員培訓(5名)，建立技術審查專業判

斷，輔導醫材業者符合歐盟要求。 

人才培育 

 培訓離岸風電海事工程人才：(1)亞洲唯一全項GWO培訓中心

：開設基礎到進階GWO 16模組全課程，為亞洲唯一GWO葉

片維修認證培訓課程。(2)滿足產業需求強化進階人才培育：

從GWO到客製化培訓服務，全年度培訓502人，滿足國內GWO

進階人才完整培訓需求。(3)國際肯定：榮獲GWO國際風能組

織「高度讚揚－安全及規範遵循」全球獎殊榮。 

 實施工業安全訓練系列人員培訓，完成辦理講習共609班次，

受訓人員共14,530人次；管理類系列培訓完成辦理講習22班次

，受訓人員共492人次；技術類訓練培訓完成辦理講習共68班

次，受訓人員共1,068人次。辦理智慧機械與機械產業專業技

術培訓課程，累計完成87班次，培訓學員1,5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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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獎項 

 國際獎項－獲得5項知名國際獎項：(1)「不銹鋼表面硬化處理

」獲得美國R&D 100 Awards；(2)「智慧骨科手術輔助系統」

獲得美國R&D 100 Awards；(3)「4D(3D+異質)固相式積層製造

」獲得2022 R&D 100 Awards；(4)「再生多樣態轉化材Poly-T 

Materials」獲得2022愛迪生獎銀牌；(5)「智慧多椎節手術輔助

系統」獲得2022德國RedDot產品設計獎。 

 科專成果表揚獎－獲得3項獎項：優良計畫奬－電動車輛線傳

底盤關鍵次系統技術開發計畫(3/4)、產業創新新材料開發計

畫(4/4)、智慧醫療科技應用與跨場域驗證計畫(2/4)。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2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收入執行情形： 

收入預算數28億元，實際執行數14億458萬4千元，達成率50.16%。其

中： 

(1)業務收入執行數13億9,006萬9千元，全年預算數27億8,500萬元，達

成率49.91%。 

(2)業務外收入執行數1,451萬5千元，全年預算數1,500萬元，達成率

96.77%。 

2.支出執行情形： 

支出預算數27億6,000萬元，實際執行數13億2,356萬6千元，達成率

47.96%，其中： 

(1)業務支出執行數13億329萬元，全年預算數27億4,757萬元，達成率

47.43%。 

(2)業務外支出執行數2萬2千元，全年預算數243萬元，達成率0.91%

。 

(3)預估截至6月30日止之所得稅2,025萬4千元，全年預算數1,000萬元

，達成率202.54%。 

3.以上總收支相抵賸餘8,101萬8千元，全年預算數4,000萬元，達成率      

  202.55%。



 

 
 
 
 

貳、主要表 
 
 
 
 
 
 



2-1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3,451,630 100.00 收入 3,350,000 100.00 2,800,000 100.00 550,000 19.64

3,428,681 99.34 3,335,000 99.55 2,785,000 99.46 550,000 19.75

3,415,768 98.96 3,325,000 99.25 2,775,000 99.11 550,000 19.82

1,026,881 29.75 研究計畫收入 1,070,000 31.94 920,000 32.86 150,000 16.30

2,234,153 64.73 工業服務收入 2,120,000 63.28 1,725,000 61.61 395,000 22.90

126,558 3.67 研發成果收入 125,000 3.73 120,000 4.29 5,000 4.17

28,176 0.81 研究計畫衍生收入 10,000 0.30 10,000 0.35 0 0.00

6,000 0.17 3,000 0.09 3,000 0.11 0 0.00

6,913 0.21 7,000 0.21 7,000 0.24 0 0.00

22,949 0.66 15,000 0.45 15,000 0.54 0 0.00

21,314 0.62 14,700 0.44 14,700 0.53 0 0.00

1,635 0.04 300 0.01 300 0.01 0 0.00

3,353,912 97.17 支出 3,305,000 98.66 2,760,000 98.57 545,000 19.75

3,321,471 96.23 3,291,300 98.25 2,747,570 98.13 543,730 19.79

3,231,054 93.61 3,224,243 96.25 2,684,482 95.87 539,761 20.11

1,034,563 29.97 研究計畫支出 1,076,971 32.15 929,612 33.20 147,359 15.85

2,082,846 60.34 工業服務支出 2,056,222 61.38 1,667,370 59.55 388,852 23.32

85,743 2.48 研發成果支出 81,250 2.43 78,000 2.79 3,250 4.17

27,902 0.82 研究計畫衍生支出 9,800 0.29 9,500 0.33 300 3.16

4,950 0.14 2,550 0.08 2,700 0.10 (150) (5.56)

85,467 2.48 其他業務支出 64,507 1.92 60,388 2.16 4,119 6.82

9,900 0.29 2,450 0.07 2,430 0.09 20 0.82

2,620 0.08 1,900 0.06 1,075 0.04 825 76.74

7,280 0.21 550 0.01 1,355 0.05 (805) (59.41)

22,541 0.65 11,250 0.34 10,000 0.35 1,250 12.50

97,718 2.83 本期賸餘 45,000 1.34 40,000 1.43 5,000 12.50

說明：2.收入與支出為本中心規劃之目標將視政府預算及產業需求情況調整。

財務收入

其他業務外收入

業務支出

勞務成本

銷貨成本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其他業務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說明：1.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餘絀，上年度預算數為(1,500)千元，本年度預算(1,100)千元。

業務外收入

說 明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 減 ) 數

銷貨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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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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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基金 42,345 0 42,345

  創立基金 42,345 0 42,345

累積餘絀 1,426,728 45,000 1,471,728

  未指撥累積餘絀 1,426,728 45,000 1,471,728

淨值其他項目 82,193 (1,100) 81,093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82,193 (1,100) 81,093

土地重估增值 100,912 0 100,912

長期股權投資調整 142 0 142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未實現評價餘絀

(18,861) (1,100) (19,961)

合 計 1,551,266 43,900 1,595,166

項 目上 年 度 餘 額本年度增 (減 )數截至本年度餘額說 明



 

 
 
 
 

參、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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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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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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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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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轉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肆、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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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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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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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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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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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