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發展的目的，在為人類社會追求更美好的生

活。這樣的論述相信多數人都認同，但對於一個

既肩負產業發展重任，又必需增進社會福祉的全國最高

研發機構──工研院來說，應該如何看待科技的內涵？

首先可以先探討一下「科技」二個字的定義。目前

許多學術性著作，都採用科技教育著名學者 Hacker及

Barden於 1987年提出的說法，這二位學者針對科技一

共提出了 10項定義，在此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僅提出其中個人認為較為重要的幾項：一、科技是改變

資源以滿足人類需求的知識之總和。二、科技是運用科

學、材料和人力資源，以達成人類期求目標的歷程。三、

科技是人們運用工具、資源和程序來解決問題或擴展他

們的能力。四、科技是運用人們的知識、工具和技能以

解決實際問題並擴展人類的能力。

這幾項定義，非常清楚地闡述了幾個重點，包括：

科技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文明、科技是為人類服務的，

以及科技是技能及經驗的積累而成。自 2008年起，

工研院開始競逐「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第一項得獎技術是「晶片式交流電發光二極

體照明技術」（On-Chip AC LED Lighting Technology），

直至 2014年為止，工研院已經累積了 18項得獎技術，

而且是連續七年獲獎，這是國內研發機構空前的紀錄，

而且今年還會繼續往前推進。

回顧過去這些得獎的技術，領域遍及電子、機械、材

料、能源等領域，許多除了成為臺灣產業發展的重要助

力之外，更有許多具備了民生發展的關鍵要素，像是防

火耐燃材料 REDDEX、可重覆書寫電子紙 i2R e-Paper、

木質素環氧樹脂 Lignoxy、近無碳損纖維素生質丁醇技

術 ButyFix等等，更有基於相關技術成立的新創公司，

完全體現了科技發展的真諦。

2015年，工研院再度於「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入圍了九個獎項，包括可增進消防人員救

災安全的「流體驅動緊急照明」；協助本態性震顫患者

克服手抖症狀的「高敏銳觸覺感知穿戴式輔具」；有利

進軍物聯網市場的「雷射誘發積層式 3D線路技術」；

能一次列印不同性質材料的「3D列印材料晶控光引

擎」。

其他入圍技術還包括：可提高半導體製程良率的「新

世代溶液中奈米微粒監控系統」；降低超薄玻璃破片風

險的「雷射無痕玻璃削整設備」；延長白光 LED壽命

的「OLED表面電漿耦合增益技術」；可降低海水淡化

成本的「奈米纖維濾膜」，以及建立臺灣半導體設備自

主能力的「磊晶製程參數優化系統」。這九項技術，在

本期的內容中有著詳盡的介紹，跟過去工研院的得獎內

容相同，這些技術既具備了產業提升的力量，也不斷地

思考如何改善人類的生活。

每年工研院這些得獎技術，意味著工程師們正著手處

理重大的問題，希望使我們的生活改頭換面，有時他們

提出的是一項全新的技術或是應用，有時可能是採取更

有效的方法改造舊技術，使得它們更符合時代需求；從

這些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工研院，甚至是臺灣的

產業界，正在如何演變。不管這些研發人員做了什麼，

他們的工作很可能帶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也可能為未

來的嶄新科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最後，先預祝工研院

在最後的得獎名單當中，能夠持續大放異彩，這將會是

給默默耕耘的研發人員最大的鼓舞！

檢視科技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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