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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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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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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R計畫

創業型 一般型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推動計畫

區域海選
創業獎助方案

地方推薦
中央加碼方案

創意海選
Stage1

創新擇優
Stage2

創業拔尖
Stage3

先期研究
Phase1

研究開發
Phase2

加值應用
Phase2+

研發聯盟

申請階段
申請對象

電子 機械

資通
生技
製藥

民生
化工

服務
文創

產業領域

(新秀組)

地方型

地方型SBIR經費加碼協助方案

個別申請

創
新
技
術

創
新
服
務

前
瞻
科
際
整
合

終
端
服
務
共
創

自提式
聯盟

主題式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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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型SBIR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SBIR計畫申請須知)

一般型
SBIR計畫

個別申請

研發聯盟

自提式
聯盟

主題式
聯盟

前瞻科際整合

終端服務共創

創新技術

創新服務

創新服務

創新技術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Phase1)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Phase2)

加值應用(Phase2+)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Phase1)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Phase2)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Phase2)

加值應用(Phase2+)

加值應用(Phase2+)

申請對象 計畫屬性 申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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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力

產品力市場力

三方共創

三力創新

中小企業新創企業

大型企業

(服務整合/系統整合)

(品牌、通路、資金、訂單)

(專業團隊)

試驗場域
(Field of new market)

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

核心技術
(Core Technology)

商業
模式

三、創新模式



四、計畫屬性

前瞻科際整合突破

家數

時程

金額
(上限)

選案
標準

目標

屬性

2年(1年1審)

5,000萬元/全程

3家(含)以上

跨域合作網絡創價

補助
條件

• 計畫成員 60% (含)以上須為「中小企業」。
• 計畫成員包含1家(含)以上「新創公司」且該公司具重要影響與貢獻者，酌予審查加分(最高5分)。
• 鼓勵國內大學校院、法人機構或大型企業參與中小企業所籌組主題式聯盟計畫協同提案，惟國內大學校院、

法人機構或大型企業等計畫成員所編列經費佔比不得超過總核定經費之20%。

5,000萬元/全程

Phase 2

(全程補助金額以成員家數乘以1,000萬元為上限) (全程補助金額以成員家數乘以1,000萬元為上限)

強調以新興科技驅動之創新，鼓勵聯
盟成員合作開發核心關鍵模組或系統，
完善智財布局，提供具有技術領先優
勢的整體解決方案

鼓勵聯盟成員多元跨域合作，以整合
應用開發全面解決方案，希望建立一
個面向終端消費者之(品牌)服務體系，
並創造新消費者體驗

(先執行完Phase 2，方能申請Ph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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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2年(1年1審)

Phase 2
(先執行完Phase 2， 方能申請Phase 2+)

3家(含)以上

註：Phase 2+計畫全程(2年)補助金額以成員家數乘以500萬元為上限，且最高不超過2,500萬元，每家廠商補助款上限依計畫期程按執行月數依比例遞減。

1.前瞻科際整合型 2.終端服務共創型



五、補助主題公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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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與商模創新

鼓勵中小企業
籌組研發聯盟協同開發數位

轉型跨域整合應用技術或提

升平台經濟創新服務與商模

發展能量

協助中小企業
跨域融合智慧機械、雲端運

算、網宇實體(CPS)、3D列

印、感測技術、辨識科技、

自動導航、精實管理、數位

生活應用與資安管理等領域

帶動中小企業
導入尖端數位科技與創新應

用服務特色，並扶植中小企

業開發跨域整合前瞻技術與

創新服務應用模式

計畫目的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8encmsHZAhVHoJQKHYKjAUUQjRx6BAgAEAY&url=https://www.stpi.narl.org.tw/public/information.htm&psig=AOvVaw1E7tS5cAXNvC3hQ2qVv2Sw&ust=1519652959851161


五、補助主題公告(2/4)

88

補助類型與範圍

1. 2.
跨域整合類 平台經濟類

• 運用人工智慧、數據科學或物聯網等新興數位科
技，並融合數位製造與服務應用相關技術(如：
智慧機械、雲端運算、網宇實體(CPS)、3D列印、
感測技術、辨識科技、自動導航、精實管理、數
位生活服務、數位資安管理等)，開發符合跨領
域整合之系統解決方案或服務應用特色。

• 針對智慧機械、智慧工廠、智慧生活、智慧醫療、
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科技領域之產品與服務創
新研發所面臨瓶頸或障礙，透過上下游垂直整合
或跨領域水平整合方式結盟產學研合作機構，共
同開發前瞻關鍵技術項目或終端服務應用方案。

• 以消費需求為導向，運用數據分析、體驗回饋等
方式優化商品開發與服務流程，並運用數位平台
融合跨領域業者，共同發展如全通路銷售、體驗
經濟、共享服務、社群銷售、雲端租賃等創新商
業模式，建立商模共創、互利共生之商業生態體
系。

• 聚焦特定領域之平台，強化其創新科技與技術應
用，透過上、下游垂直整合，帶動該領域之價值
鏈夥伴集體轉型、共同發展創新數位服務，打破
既有營運侷限、開創新市場商機，建立有別以往
的創新商業模式，達到數位轉型的目的。



五、補助主題公告(3/4)

提案重點

重要研發成果

•研發標的應包含如：人工
智慧、數據科學或物聯網
等數位科技關鍵技術，亦
強調善用數位製造與服務
應用相關技術以開發解決
方案或創新應用特色

成果展示/場域驗證 團隊組成/管理機制 預期產出 其他特色

(含解決方案或應用特色)

跨域整合類(1)

平台經濟類(2)

•研發標的應包含如：消費
者需求、服務設計、科技
應用、數據分析等關鍵技
術或服務，亦強調善用數
據分析等相關技術以開發
解決方案、數位服務或創
新商模

•計畫內容應規劃研發
成果展示或推廣作法

•研發聯盟合作廠商應
納入可承諾提供研發
成果進行場域驗證者

•計畫內容應具體說明
未來研發成果進行實
地場域(或市場)驗證
之規劃方案，以利展
現該計畫研發成果導
入數位科技應用場域
之創造價值效益

•聯盟團隊成員之研發
能耐、技術能量及競
爭優勢

•聯盟團隊成員之合作
管理機制設計
含：組織架構、權責
分工、合作方式、成
果歸屬等

•研發成果
如：專利產出、新產品
或服務等

•商業產出
如：創造產值、降低成
本、提升市佔率、衍生
新公司等

•產業影響
如：進口替代、出口擴
張、補強產業鏈缺口、
新增就業機會、帶動上
下游生產力、解決方案
擴散效益、創新示範觀
摩效益等

•合作綜效
如：聯盟成員共創價值

• 提案計畫可行性

目標明確性、構想
完整性、推動可行
性、團隊合適性(專
業、資源、經驗)、
經費合理性等

• 其他提案特色

加強發展產業鏈生
態系、協同推動產
業標準或發展共通
技術規格、發展創
新經營模式等

9



•本計畫執行場所
應於我國行政管
轄區域內

執行場所
•本計畫成員皆不
得為陸資投資事
業 (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正式公
布名錄認定)

五、補助主題公告(4/4)

申請資格

認定標準 成員限制

•本計畫所補助中
小企業須符合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
公告「中小企業
認定標準」

•其他申請資格認
定標準依SBIR計
畫申請須知規定
辦理

合作對象
•本計畫得與學校、
法人、大型企業或
國內、外研究機構
結盟共同提出申請

•本計畫成員(含合
作對象)可編列經
費科目及編列標準
依SBIR計畫申請
須知規定辦理

成員組成
•本計畫限由3家
(含)以上公司共同
提出申請，並由
1家中小企業擔任
提案主導廠商

•計畫成員達60%
(含)以上須為中小
企業

•任一中小企業成
員以參與1項研發
聯盟計畫為原則

10



六、審查作業時程

作業
期程

簡報
收件

作業
項目

簡報
審查

計畫書
收件

計畫書
審查

第一階段構想審查 第二階段計畫審查

109年
12月25日

110年
1月11日~ 1月20日

110年
2月1日~ 2月9日

110年

2月22日~ 2月26日

作業
內容

•進行資格審查
及形式要件檢
核

•申請文件不齊
通知主導企業
進行補件

•安排簡報審查
議程及時段

•進行概念審查，
輔助構想修正
調整，提升計
畫書撰寫品質

•計畫構想有待
釐清或大幅調
整者，由委員
裁決不予推薦
或修訂後推薦

•進行計畫書收
件資料形式要
件檢核

•計畫書文件不
齊通知主導企
業進行補件

•安排計畫書審
查議程及時段

簡報審查獲推薦者

盡速完成修訂

並提送完整計畫書

•進行計畫書內
容實質審查，
經委員審核通
過後予以推薦

•提送計畫書實
質審查推薦名
單至指導委員
會予以核定

11



七、審查簡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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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構想審查簡報項目

2.計畫審查簡報項目

(1).構想創新性：
• 新興科技驅動創新技術或多元
跨域合作服務模式之特色。

• 解決方案內容與差異化優勢。

• 國內外發展情形。

• 商業模式規劃設計與創新。

(2).構想可行性：

• 聯盟成員具科際或跨域整合能力。

• 聯盟組成具合作綜效與明確分工
及管理機制。

• 研發成果具市場潛力與未來商機。

(1).構想審查書面意見回覆。

(2).計畫創新性(創新之核心技術或服務模
式、解決方案內容與差異化優勢、國內
外發展情形、商業模式規劃設計與創
新)。

(3).加值應用性(研發成果特色與優勢、研
發成果加值應用方式、產品商品化或服
務商業化目標)。

(4).實施方法(執行步驟及研究方法、智慧
財產權檢索與管理)。

(5).計畫分工架構(聯盟分工明確性與管
理機制、委外工作說明)。

(6).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7).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

(8).預期效益(請說明研發成果、商業產出、
產業影響、合作綜效)。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附件、聯盟型構想審查簡報格式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推動管理計畫



簡報大綱

一、公司簡介

二、計畫背景

三、構想創新性

四、構想可行性

五、預期效益與經費需求

(可依所提構想內容自行調整簡報大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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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創立日期、資本額、設立地點、負責人、員工數、主
要產品、營業方式(或商業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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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背景

請說明計畫提案的背景與動機，包括：產業發展趨
勢、瓶頸與挑戰，以及市場或客戶的痛點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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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想創新性

請說明：

•新興科技驅動創新技術或多元跨域合作服務模式之特色。

•解決方案內容與差異化優勢。

•國內外發展情形與競爭分析。

•商業模式規劃設計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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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想可行性

請說明：

•聯盟成員具科際或跨域整合能力。

•聯盟組成具合作綜效與明確分工及管理機制。

•研發成果具市場潛力與未來商機。

19



五、預期效益與經費需求
(請依所提計畫內容預估未來發展效益，請儘量呈現量化效益指標)(一)、預期效益：

•研發成果
如：專利產出、新產品或服務等

•商業產出
如：創造產值、降低成本、提升市佔率、衍生新公司等

•產業影響
如：進口替代、出口擴張、補強產業鏈缺口、新增就業機會、帶動上下游生產力、解
決方案擴散效益、創新示範觀摩效益等

20

(二)、經費需求：

•經費規模
如：總經費需求、各年度經費需求…等

•編列項目
如：人事費、材料費、委託研究費…等

(請簡述計畫經費需求與預期編列情形)



附件、聯盟型計畫審查簡報格式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推動管理計畫



簡報大綱

一、構想審查書面意見回覆

二、計畫創新性

三、加值應用性

四、實施方法

五、計畫分工架構

六、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七、資源投入情形

八、預期效益

(請依所提計畫內容自行調整簡報大綱及內容)

22



一、構想審查書面意見回覆

•請針對構想審查書面意見予以詳盡回覆說明。

23



• 創新之核心技術或服務模式。

• 解決方案內容與差異化優勢。

• 國內外發展情形與競爭分析。

• 商業模式規劃設計與創新。

24

二、計畫創新性



三、加值應用性

• 研發標的特色與優勢。

• 研發標的加值應用方式(或如何加值應用)。

• 產品商品化(或服務商業化)目標。

25



四、實施方法

26

• 執行步驟及研究方法。

• 智慧財產權檢索與管理。



五、計畫分工架構

27

• 聯盟分工明確性與管理機制。

• 委外工作說明。



六、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查核內容要明確，且應包含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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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七、資源投入情形

•計畫執行期間、投入人力(研發人力、顧問等)、使用設備

•計畫經費需求(總經費規模、年度經費規模等)、經費項目(人事費、材料費、委
託研究費等)

29

補充說明
請明確說明計畫經費需求規模及項目內容，並詳細說明預期經費編列情形



八、預期效益
(請依所提計畫內容預估未來發展效益，需量化效益指標)

•研發成果
如：專利產出、新產品或服務等

•商業產出
如：創造產值、降低成本、提升市佔率、衍生新公司等

•產業影響
如：進口替代、出口擴張、補強產業鏈缺口、新增就業機會、帶動上下游生產力、解決方案擴
散效益、創新示範觀摩效益等

•合作綜效

補充說明
1.請加強說明計畫產出對產業、產業知識或技術是否具有創造、加值或流通之效益
2.請加強說明發展產業鏈生態系、協同推動產業標準或發展共通技術規格、發展創新經營模式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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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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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會議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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