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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一、年度評鑑結果：90.13分。 

等第：優。 

 

二、評語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科院）104年

度績效評鑑結果，在「生產製造」、「財物管理」、「人
力資源」面向，均較去年顯著進步，值得肯定；但
在「研究發展」、「支援演訓」、「安全管理」面向，

較去年稍退步，為該院未來需策勵精進之處。 

 

三、評核意見： 

(一)研究發展面向因較其他面向具有未來性及不確

定性，必須要進行風險評估，並參酌美國DARPA
的精神與作法，協助國防科技的研發，另結合
該院10年期國防科技發展構想、5年期國防科技

研發、應用及產製計畫為未來發展方向。 

(二)研究發展面向中不對稱戰力、基本戰力、核心

研發三項之成績未達 80分，宜檢討分析弱點，

做必要的改進。 

(三)政府以國防產業作為重點產業之一，中科院應

就研發機制、績效評估等面向與時俱進，並加

強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如漢翔)的合作與連結。 

(四)「維修支援服務」(權重 13%)多因「延期」結案，

其肇因多樣、多元，爾後須以「說你能做，做

你所說，及時做到」為服務客戶、用戶的原則。 



II 

(五)存貨週轉率、總資產週轉率雖有改善，惟仍未

達目標，現有多項改善措施正積極規劃推動，

宜追蹤成效，隨時檢討精進。 

(六)在支援重大演訓面向，104年度得分較 103年度

退步，請檢討分析原因，做為日後改進之參考。 

(七)「安全管理」應針對保防威脅來源、威脅指向、

威脅力道與威脅發生公算進行預防應處措施，

更應將媒體不當爆料的程度與應變，做為考

量，另應重視資訊保護、職場安全與生態維護，

建議持續推動風險管理作為，徹底消除危安因

子，有效提升人安、物安、工安、資安、環安

等各類安全維護成效。 

(八)近年少子化的趨勢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並積極推動因應措施以降低衝擊，尤其是人力

資源影響研究與生產品質甚鉅，宜重視並採取

相關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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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於 103 年 1

月 1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103年 1月

29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0801 號公布。於 103

年 4月 16日，原「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正式改制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科

院)。  

依據該院設置條例，行政法人中科院之業務範

圍如下： 

一、國防科技及主要武器裝備之研究發展、生產

製造及銷售。 

二、軍民通用科技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三、國內外科技之合作、資訊交流及推廣。 

四、國內外科技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及產業服

務。 

五、國防科技人才之培育。 

六、重要國防軍事設施工程。 

七、配合國防部重大演訓及戰備急需之事項。 

八、其他與該院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本部為中科院之監督機關，為善盡監督機關權

責，於 103年 3月 20日就中科院績效評鑑自評作業，

訂頒「國防部辦理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績效評鑑作

業規定」，並依據 103年度實際評鑑經驗，於 104年

8月 13日辦理上揭規定修訂作業。 

另為周延辦理中科院績效評鑑，以獲致公正及

客觀之評鑑結果，依中科院設置條例第 21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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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3年 4月 16日訂頒「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績效

評鑑辦法」，並依上揭辦法成立「績效評鑑會」對中

科院辦理績效評鑑。 

104 年度中科院績效評鑑複評作業，已於 105

年 5月 30日召開，評鑑委員經由書面資料審查、綜

合研討及實地查證中科院執行「動中通衛星通信系

統成果」等評鑑方式，完成 104 年度中科院績效評

鑑。 

 

貳、評鑑委員 

依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績效評鑑辦法」，績

效評鑑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部指定，其餘委員由本部遴聘（派）政府相關

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其中 ，「學

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評鑑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三人；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則依其職務異動

之。第一屆評鑑委員任期自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日止，計機關代表 6人，學者專家 7 人，

委員名單如下： 
 

姓 名 現 職 備 考 

鍾堅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召集人 

魏哲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

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董事長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專 家 學 者

代表(通資

電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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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 職 備 考 

蘇炎坤 崑山科技大學校長 

專 家 學 者

代表(電機

領域) 

陳信宏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

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專 家 學 者

代表(科技

管理領域) 

黃國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教授 

專 家 學 者

代表(機械

領域) 

張培仁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教授 

專 家 學 者

代表 (微 /

奈米領域) 

趙豫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

研究所教授 

專 家 學 者

代表(材料

化工領域） 

潘清鴻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11

職等專門委員 

政 府 機 關

代表(主計

總處) 

王貴蘭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

劃處 12職等處長 

政 府 機 關

代表(人事

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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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 職 備 考 

古步鋼 國家發展委員會 12職等參事 

政 府 機 關

代表(國家

發 展 委 員

會） 

全子瑞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 
政 府 機 關

代表（陸軍

司令部） 

梅家樹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 

政 府 機 關

代表（海軍

司令部） 

柏鴻輝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 

政 府 機 關

代表（空軍

司令部） 
 

 

叁、評鑑方式 

一、評鑑作業 

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績效評鑑辦法」及「國

防部辦理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績效評鑑作業規定」

辦理，說明如下： 

(一)自評：中科院於 104 年會計年度終了時，接受

本部績效評鑑輔訪，經本部實施評鑑後，由中

科院撰擬績效評鑑自評報告，提請董事會審

議，於 105年 3月 1日前提交本部辦理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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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評：評鑑委員參酌績效評鑑自評報告及其他

相關資料，提出審查或建議事項，送請中科院

澄復及修正，並得視需要辦理實地查證。複評

作業應於 105年 6月 1日前完成。 

(三)核定：本部應於 105 年 7 月 1 日前核定績效評

鑑報告，由中科院於 7月 15日前公告年度績效

評鑑報告。 

 

二、評鑑項目 
104年度績效評鑑項目與權重如下： 

 

評鑑面向 評 鑑 因 子 權 重 ％ 備 考 

研究發展 

不對稱戰力 

25  

基本戰力 

核心研發 

科技專案計畫 

學術合作計畫 

生產委製 

主生產計畫 

40  維修支援服務 

軍通技術服務 

財物管理 

週轉能力 

10  
償債能力 

獲利能力 

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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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面向 評 鑑 因 子 權 重 ％ 備 考 
支援演訓 支援重大演訓 10  

安全管理 

機密資訊保護 

10  院區安全維護 

職安衛生管理 

人力資源 

 

素質提升 

5  教育訓練 
人事成本 

 

三、等第評分 

委員討論後給予之評鑑總分，依下列標準轉換為

等第。等第分級如下： 

優 = 總分達 90分以上(含) 

良 = 總分達 80分以上(含)，未達 90分者 

可 = 總分達 70分以上(含)，未達 80分者 

差 = 總分達 60分以上(含)，未達 70分者 

劣 = 總分未達 60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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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鑑結果 

 

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研 

究 

發 

展

(25%) 

不 

對 

稱 

戰 

力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19.44 

一、104年度執行「不對稱戰力」

科研案計9案，有3案未完成

年度工項，其中有1案辦理預

算保留。對於無法完成年度

工項之專案，應予以詳實檢

討，引以為鑑，並擬具改進

方案，提升專案管制成效。 

二、104年度執行「基本戰力」科

研案計2案，其中1案未完成

年度工項並辦理保留預算。

請加強專案管制作為，如期

如質完成任務。 

三、104年度「核心研發」科研案

計執行2項專案，其中1案係

103年緩結案。總共開發15

項關鍵技術，均符合規格要

求，惟專案期程管制與研發

成果報告內容宜強化。 

四、104年度執行科技專案計畫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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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基 

本 

戰 

力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22案，全數執行完畢，宜保

持。 

五、該院積極爭取各項資源，致

力於「關鍵技術」類、「傳

統產業技術整合應用加值」

類及「軍品釋商」類等專案

計畫開發。在「專利產出」、

「產學合作」、「促進產業」、

「技術創價」等四大目標

中，除「產學合作」金額以

些微差距未達目標值外，餘

均超過目標值，宜保持。 

六、未來應持續加強相關管理與

推廣作為，督促計畫管理單

位按原訂目標執行，定期查

核各項目標進度，確保績效

之達成。 

七、104年度執行35項學術合作計

畫，全數完成並於104年11

月19日辦理「國防科技學術

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會」，宜

保持。 

核 

心 

研 

發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科 

技 

專 

案 

計 

畫 

專利產出、產

學合作、促進

產業及技術

價創達成率 

學術

合作

計畫 

年度各專案

計畫結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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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生 

產 

委 

製

(40%) 

主 

生 

產 

計 

畫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39.22 

一、104年度計執行「主生產計畫」

76案，其中16案未獲滿分(含

6案未達成年度目標)。應檢

討未能獲得顧客百分之百認

同的原因，強化與顧客間的

溝通協調與服務。另外，應

就未能達成目標項目的期程

掌握進行檢討，確實完成相

關主生產計畫工作。 

二、104年度計執行「維修支援服

務」共117案，其中17案未獲

得滿分。請就個案詳實檢討

肇因，訂定精進作為，提升

中科院維修支援服務的品牌

價值。 

三、針對多項個案評分不佳、不

及格，甚至有零分，應提出

檢討，是人為疏忽或大環境

無法抗拒的因素，並提出改

進策略。 

四、執行104年度軍通技術服務，

在「研究開發案件數、技術

轉移案件數、測試加工案件

數與預劃收入達成數」等四

維修

支援

服務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軍通

技術

服務 

年度作業計

畫重要工項

達 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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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項衡量指標均達成目標，宜

保持。 

財 

物 

管 

理

(10%) 

週 

轉 

能 

力 

存 貨 

週 轉 率 

8.23 

一、104年度存貨週轉率低於目標

值，顯示該院在存貨管理、

生產、銷售等作為上仍有精

進空間。雖然該院為順利完

成後續年度大型量產案而採

先期備料方式作業，但為使

國防資源有效運用，建議仍

應詳實檢討備料需求與備料

方式，避免造成資金積壓、

增加庫儲成本及材料報廢損

等情事。 

二、104年度存貨週轉率雖較103

年度稍有改善，惟104年底存

貨仍高達81.38億元，較103

年底61.60億元，增加19.78

億元，仍應加強存貨管理，

避免閒置浪費情形。 

總 資 產 

週 轉 率 

償 

債 

能 

力 

流 動 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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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速 動 比 率 

三、104年度總資產週轉率低於

目標值，請該院就資金管

控、存貨管理、活化資產運

用等方面檢討精進作為，提

升總資產週轉率。 

四、104年度，由於部分承接專案

之工項延至105年，導致 該院

預收款項增加，流動比率下

降，無法達成目標。請加強

各項承接專案之時程管制，

如期如質完成工作，提升顧

客滿意，強化經營體質。 

五、104年度速動比率高於目標

值，顯示該院速動資產具有

短期償債能力。 

六、104年度負債比率達成目標

值，顯示整體財務槓桿的運

用及經營狀況趨於穩健，請

賡續維持適當穩健財務結

負 債 比 率 

獲利

能力 

營 運 賸 餘 

達 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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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財產

管理 

財產保管及 

維 護 

構，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七、104年度營運賸餘達成率高

於目標值，顯示各項撙節措

施已見成效。 

八、建議爾後應就「財產檢核」

與「財產盤點」執行考核情

形分開說明。 

九、依國有財產法，權利非屬動

產，因此，建議財產範圍應

包含動產、不動產及權利。 

十、該院訂頒相關作業規定，據

以辦理不動產盤點，歷年駐

審、檢核及督考缺失均已完

成改正，宜保持。 

不動產管理

及 維 護 

支援

演訓

(10%) 

支援

重大

演訓

及戰

備急

需成

效 

支援重大演

訓 達 成 率 
9.43 

104年度執行支援重大作戰演訓

受評項目計5項，其中3項未獲滿

分。請檢討分析原因，做為日後

改進之參考，以提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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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安全

管理

(10%) 

機密

資訊

保護 

建立機密資

訊保護制度

與稽核－人

員管理與稽

核；資訊安 

全、文書管理

與 稽 核 

9.37 

一、赴陸管制與出國業務：截至

104年止，無涉及機密管制人

員提出赴陸申請，亦無未經

申請私自赴大陸地區情事發

生，宜保持。 

二、資訊安全：104年度無重大資

(通)安事件肇生。 

三、文書管理：定期實施文書安

全檢查與人員安全查核，成

效良好。 

四、104年度內無肇生機密資訊外

(流)洩、公務家辦或監督機

關交查（安密專案）等情事。 

五、訂頒「保密安全檢查執行作

法」，每月執行各類保密安

全檢查，違失人員依情節輕

重，核予行政處分及實施保

肇生洩(違)

密 事 件 

院區

安全

維護 

建置警監系

統、圍籬及隔

離 機 敏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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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簽定憲警消

支 援 協 定 

密再教育。請賡續辦理安全

與保密相關檢查，以維研製

機密安全。 

六、年度內未發生任何危安事

件，請賡續保持，以維院區

安全。 

七、「警監系統整合規劃」已完

成，並已建立「RFID車輛辨

識系統」。請持續辦理「警

衛安全資訊系統」(含入侵偵

測、自動追蹤、錄影保存及

影像辨識等功能之警監系統

等功能)建置，強化院區安全

維護。 

八、本部已指導各作戰區將該院

所屬院區列為「重要防護目

標」，請加強與各作戰區實

兵單位、憲警消及醫院完成

支援協定簽訂，依「區域聯

防機制」指導，共同建立相

關基本資料，並配合本部「年

肇 生 危 安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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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職安

衛生

管理 

促進職場安

全 與 衛 生 

度重要工作輔訪」時，實施

演練驗證，以強化支援效

能。 

九、建請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辦理各項安全衛生管理事務

推動。 

十、建請加強一般安全衛生（含

承攬廠商）稽核與檢查、承

攬管理以及火工作業安全檢

查(含標準作業程序、風險評

估、管控及改善)工作，有效

提升職場安全。 

十一、 104年度作業場所實際發

生失能傷害人次數為4人

次，與前5年平均值(2.2

人次)比較增加1.8人次，

未達成目標值。 

十二、建請持續推動風險管理作

為，落實工安自主管理，

加強不定期稽核與安全關

懷，強化工安衛生教育訓

練及各項硬體設施安全與

人員防護，建立優良工安

文化，徹底消除危安因

作業場所失

能傷害人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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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面向 

評鑑

因子 
衡 量 指 標 評 分 評 語 

子，以有效降低意外事故

肇生，達成零災害、零意

外之目標。 

十三、持續推動風險管理作為，

徹底消除危安因子，有效

提升人安、物安、工安、

資安、環安等各類安全維

護成效。 

人力

資源

(5%) 

素質

提升 

從事科研具

碩士以上學

歷人員比率 

4.44 

科技人力具碩士以上學歷者佔比

87.31%，超過目標值，宜保持。 

教育

訓練 

在職訓練平

均時數 

教育訓練計平均 18.1小時/人，

高於目標值，宜保持。 

人事

成本 
用人費率 

104 年度人事成本高於目標值。

請持續檢討降低人事成本。 

合計 得分 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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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評 

一、年度評鑑結果：90.13分。 

等第：優。 

 

二、評語 

本部以「研究發展、生產委製、財物管理、支

援演訓、安全管理、人力資源」等6大評鑑面向及19
項評鑑因子、30項衡量指標做為評鑑中科院年度營
運績效之關鍵指標。中科院104年度績效評鑑結果，

在「生產製造」、「財物管理」、「人力資源」面向，
均較去年顯著進步，值得肯定，另在「學術合作計
畫」、「軍通技術服務」、「速動比率」、「獲利能力」、

「不動產管理及維護」、「赴陸管制」與「出國管制」
等評鑑項目均以滿分達成目標，請賡續保持；但在
「研究發展」、「支援演訓」、「安全管理」面向，較

去年稍退步，於「存貨週轉率」、「流動比率」、「作
業場所失能傷害人次數」與「人事成本」等評鑑項
目，得分率未達70%，為該院未來需策勵精進之處。 

 

三、評核意見： 

(一)研究發展面向因較其他面向具有未來性及不確
定性，尤其關鍵技術開發及零組件取得，通常

不能完全掌控，必須要進行風險評估，並應結
合10年期國防科技發展構想、5年期國防科技研
發、應用及產製計畫。  

(二)美國DARPA（國防科技先進研發機制）專注前瞻
科技發展，其可接受失敗機率為百分之50，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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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逐步參酌美國DARPA的精神與作法，並利用公
開徵求計畫或競賽的方式加強利用或啟發學界

及產業界的強項與潛力，落實國防科技根植民
間軍民合作共創國防武器研發管道。 

(三)研究發展為中科院核心業務，研究發展面向中

不對稱戰力、基本戰力、核心研發等三項之成
績未達80分，反應研發之技術與時程之不確定
性，宜檢討分析弱點，做必要的改進，建議整

理所獲得之經驗並檢視研發管理流程是否需要
調整，針對研發困難處或技術風險，事先做進
一步的辨識與處理，另對成果卓越者，宜不吝

給予獎勵，以鼓舞士氣。 
(四)中科院103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指出，中科院主要

在「研究發展」面向成績不佳，顯示該院存在

精進的改善空間。惟中科院104年度績效評鑑自
評報告，有關「研究發展」面向之達成度僅
77.76% ， 除 低 於 整 體 評 鑑 結 果 之 水 準

(90.13%)，亦與103年度之達成度相較甚遠(相
差11.77%)，未讅其主因及後續具體改善作為為
何，建議中科院檢討精進。 

(五)政府以國防產業作為重點產業之一，國防部及
中科院為重要利害關係人，需要有積極的對應
作為。中科院應就研發機制、績效評估等面向

與時俱進，並加強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如漢翔、
台船)的合作與連結。 

(六)中科院在科專計畫與軍通領域的成績大致上與

經濟部的評鑑成績相符，建議加強專利組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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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布局與推廣應用，另考慮中科院堅實的科
技基礎，期許中科院能以「引領產業開創性發

展」做為努力的目標，如此一來將可使科技專
案成效的說明不只是個別技能或商業化案件的
說明。 

(七)經濟部積極調整科技專案，運作機制並強調系
統整合，中科院的一些相關機制，如TRL評估、
Milestone、工項或管制節點等制度，可跟科專

體系，法人加以分享。 
(八)科技專案計畫、學術合作計畫、軍通技術服務

善用中科院龐大之技術能量，達成和產、學界

交流之成效，發揮軍民通用研發與運用效益，
創造中科院獲利來源，是中科院未來努力的方
向，有助於提升中科院研發成果之外溢效益。   

(九)中科院近年來與高鐵、台鐵、台電、中興工程、
中研院等的合作案反映中科院堅實科技基礎與
系統整合能力的優勢，建議可加強開發類似領

域的合作案。 
(十)中科院於行政法人化後，宜有更明確有效與開

放的機制，鼓勵(a)充分利用民間科技力量，提

升自我國防科技水準；(b)關鍵技術開發新應
用，大量技轉國內廠商，協助台灣產業升級。 

(十一)以生產委製與研究發展等六個面向評鑑中科

院，並以生產委製的權重居首，符合中科院
的屬性以及社會期望。 

(十二)本年度調整評鑑權重，主要是生產委製面向

權重由30%調升為40%，自評報告中各項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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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分數之計算方式合理，且能清楚說
明失分原因，整體上贊同各項權重與得分。 

(十三)「維修支援服務」(權重13%)多因「延期」結
案，其肇因多樣、多元，爾後須以「說你能
做，做你所說，及時做到」為服務客戶、用

戶的原則。 
(十四)存貨週轉率、總資產週轉率雖有改善，惟仍

未達目標，現有多項改善措施正積極規劃推

動，宜追蹤成效，隨時檢討精進，另各行業
在存貨週轉率、現金週轉率上皆有其各自特
性，但若是因計畫執行上落後導致存貨週轉

率無法達到目標值，則需在管理面上精進檢
討，提升營運的效果與效率。 

(十五)有關不動產管理及維護，本項評鑑分數為滿

分，主要為無「有物無帳」或「有帳無物」
等重大缺失，惟仍有民人占用土地等情事，
宜確實清查列管此類非法占用、使用不動產

情形，以維護中科院權益。 
(十六)在支援重大演訓面向，104年度執行支援重大

作戰演訓受評項目計5項，分數較103年度退

步，請檢討分析原因，做為日後改進之參考。 
(十七)中科院兼具「軍中保防」、「機關保防」及「社

會保防」及混合特色，在共諜、外諜及內潛

不滿同仁的處境中，權重10％的「安全管理」
應針對保防威脅來源、威脅指向、威脅力道
與威脅發生公算進行預防應處措施，更應將

媒體不當爆料的程度與應變，做為考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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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資通訊技術發達的時刻，資訊保護相當
重要也相當難保周全，其衝擊較集中於個

案；職場安全與生態維護相較之下，較易衍
生社會與形象的衝擊且具長期性。以中科院
的屬性，後者的影響較大，宜請重視及因應，

建議持續推動風險管理作為，徹底消除危安
因子，有效提升人安、物安、工安、資安、
環安等各類安全維護成效。 

(十八)近年少子化的趨勢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
視，並積極推動因應措施以降低衝擊，尤其
是人力資源影響研究與生產品質甚鉅，宜重

視並採取相關因應作為，另中科院地處偏
僻，給外界較封閉刻版印象，應思索如何提
供誘因，吸引優秀人才入院服務。 

(十九)當地居民對週邊環境較瞭解，對中科院在媒
體經營方面可能也會有正面幫助，所以建議
將附近居民就業優惠納入考量，另考量從事

研發實驗工作之同仁，常受限於研發工作無
法準時上下班，建議中科院在該類人員之差
勤管理上，可參考研發學術單位給予較多彈

性，並就相關考評管理制度上再行檢討精進。 
(二十)依中科院設置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其績效

評鑑內容應包括「中科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經「績效評鑑會」研討後，「中科院經費核撥
之建議」，評鑑委員均無建議事項。 

(二一)中科院應作好技術和系統整合，使各計畫之

技術達到共享，除了量化成果，亦需考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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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果的描述及認同。 
(二二)國內CIGS（銅銦鎵硒）太陽能電池產業發展

仍有問題，建議中科院可用既有之經驗及技
術，協助太陽能產業強化各領域發展。 

(二三)國防產業屬一次性費用較高之產業，藉由國

際性展出開拓外銷市場，將對攤提制度非常
有幫助，中科院於近年開始參加國際航空與
安全科技展，拓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機會，為

一務實與具開拓性之作法，值得肯定。 
(二四)審酌行政法人之績效評鑑，係為確保其所負

責之公共任務能適切實施並具有效能，爰中

科院104年度績效評鑑各面向之評核，亦需考
慮中科院同仁彼此間認同度，且需要與以往
年度做一比較以瞭解得失，俾利比較各項業

務是否確實檢討精進，以落實監督機關權
責，發揮績效評鑑之實益。 

(二五)因民間產業需透過中科院既有先進國防技術

研發能量協助，以進行各領域尖端技術開
發，才可以突破高層次技術瓶頸，爰請中科
院再加強說明A+計畫執行時投入的前瞻高層

次技術，以免使外界有專司國防科技之中科
院為何投入民間產業A+計畫之誤解。 

(二六)年度目標值建議應充分溝通，經過雙方充分

溝通後才訂出年度目標值。 
(二七)實地查證（動中通衛星通信系統），建議事

項：研發工作絕不能中斷，中科院應持續精

進動中通衛星通信關鍵組件（動中通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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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朝重量輕、體積小、功能強及價格合
理目標邁進，並推廣運用於無人機(UAV)之衛

星通信，以大幅增加通信距離，另期望推廣
運用於民間相關單位，如內政部海巡署、消
防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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