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BIR計畫審查重點 

（技術領域） 



計畫評審參考指標(1/3) 

一、計畫創新：  
 1.創意構想及技術指標、規格、功能、應用是否明確。 

 2.技術研發是否具創新性。 

 3.先期研發成果是否足以驗證技術可行性（Phase 2適用）。 

 4.較國內外現有技術是否具競爭優勢。 

二、研發能力：  
 1.研發團隊是否具備所需核心技術、專業能力及經驗。 

 2.關鍵智財或技術是否委外或引進，且是否具承接能力。 

 3.是否已有專利或其他研發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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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法：  
 1.執行步驟及方法是否明確可行。 

2.研究發展之方法、策略與模式是否可行。 
3.是否有智慧財產權檢索與管理機制（Phase 2適用） 。 
4.預期進度、計畫時程是否合適，另查核點是否具體量化。 
5.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6.技術風險評估及因應策略是否適當。 
7.對於連續申請政府補助計畫之廠商，請就前案執行成效、
近年營運狀況、市場效益及技術生根能力，評估其差異性
與進步性。 

四、預期效益：  
1.計畫產出對產業、產業知識或技術是否具有創造、加值或
流通之效益。 
2.商業化策略、效益是否具體可行（Phase 2適用）。 

計畫評審參考指標(2/3) 



五、分工架構(自提式聯盟適用)  
 1. 主導公司是否具備相關技術整合能力。 

 2.共同研發架構是否適當。 

 3.自提式聯盟之組成是否合理並具綜效。 

 4.自提式聯盟成員分工協議與權利義務是否明確。 

 5.聯盟成員是否與技術引進/轉委託同一單位。 

計畫評審參考指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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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審查重點 

 整合性研發動機（自提式聯盟）。 

 技術創新性（ Phase1）；技術創新性、可行性與競爭力（Phase2）； 

      Phase 2研發成果加值應用可行性與競爭力（Phase2+）。 

 提升既有技術水準強化競爭優勢或規劃以原有核心技術擴大產業應用
層次(技術升級轉型)。 

 研發人員專業能力（ Phase1）；研發團隊實績與執行能力（Phase2、
Phase2+）。 

 實施方法、時程、計畫可行性。 

 關鍵技術及智財引進與轉委託研究。 

 人力、經費、使用設備等投入資源合適性。 

 建議補助額度與權益。 

 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Phase2 、Phase2+ ） 。 

 是否具合作綜效（Phase1）；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是否具合作綜效 （
Phase2 、Phase2+ ）（自提式聯盟） 。 

 聯盟成員分工協議與權利義務是否明確（自提式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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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簡報內容  

 計畫創新性說明(創新之核心技術或服務模式、國內外發展
情形)。加值應用(Phase 2計畫之研發成果、研發成果如何加
值應用及產品商品化目標)。 

 實施方法 (執行步驟及研究方法、智慧財產權檢索與管理) 

 計畫分工架構 (含委外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產業預期效益/加值應用(請說明商品化的巿場效益)。 

 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如申請Phase 2，請廠商先說明Phase 1成果；如申請Phase 2+
則請廠商先說明Phase 2研發成果。 

 申請創新技術之「技術升級轉型」方案，請加強說明如何
提升既有技術水準強化競爭優勢，或如何規劃以原有核心

技術擴大產業應用層次，轉換其他型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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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常見之缺失(1/2) 

 創新性不足 

 所謂創新係指目前在國內同業並無此產品技術、服務模式，或技術規格、
服務模式之改良領先超越同業許多 

 查核點不夠明確 

 每季至少有一查核點 

 查核點內容應以具體完成事項，且可評估分析其規格、功能之量化數據  

 人力編列與規定不符 

 待聘人力人月數不得超過全部研發人力人月數30% 

 人事費編列應為公司正職員工且直接投入計畫之研發人力 

 兼職人力與顧問投入人月不得列入研發人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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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之費用與人力投入編列錯誤 

 顧問費不得與委外研究重複編列，且投入人月不得列入研發人力中 

 人事費編列超出規定且未敘明理由 

   一般人事費原則以占計畫總經費之60%為上限，但仍可視計畫執行實
際所需，提高人事費之編列比例，惟需說明其理由，以利委員審核。 

 編列差旅費 

 國內差旅費僅限於人事費編列之研發人員，因計畫委託國內機構進行
合作研究與技術(智財)引進情形，或因計畫開發所需至服務場域者。 

 材料費編列超出規定 

 材料費中，各項耗材規格尺寸大小比例單位應詳加敘述 

 辦公事務用品不得編列為材料費 

計畫書常見之缺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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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角色 

 有決策領導及技術整合能力 

 對本計畫創新目標所擬定達成研發成果深具信心 

 對公司團隊研發經驗能力達成深具信心 

 負責向委員們簡報，並展現企圖心 

 細心回覆答詢委員們提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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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回應與技巧 

 書面審查意見係委員提前告知申請公司之計畫書不足之
處或待釐清問題，讓申請公司有充足的時間準備（約計
審會7天前SBIR計畫辦公室E-mail通知），以利在計審會
簡報時補充說明，計畫主持人應充分演練 

 申請公司對於書面審查意見可以研判自我弱點，在簡報
中準備答覆應特別提出有利研究數據或文件作為舉證 

 現場與委員們應充分溝通，不能自我設限不回應 

 整體計畫創新性、績效目標、計畫實施串連、整體資源
分配合理性，皆要前後一致 

 委員於計審會提出問題時，計畫主持人應具體明確回答，
以顯示計畫主持人對計畫之瞭解與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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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會議注意事項 

 把握簡報時間，有效說明關鍵創新技術內容
及其創新性與可行性 

 有效展現研發團隊針對關鍵技術之研發能量
與能力 

 明確及完整回覆初步審查意見 

 有效展現計畫主持人對計畫執行及技術內容
之瞭解 

 切勿由委外單位主導計畫簡報與問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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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