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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橫跨⾃然科學、⼯程技術、⽣醫農業及⼈⽂社會科學等領域，共有⼆⼗⼆個
學術團體共同聯署，呼籲應通盤審慎評估《財政收⽀劃分法》修正案的影
響。此修正案可能導致整體科研預算倒退⾄⼗年前的⽔準，對基礎研究與⾼
階⼈才培育造成深遠的不利影響，並對臺灣的國際競爭⼒與⾼科技產業創新
能⼒產⽣難以挽回的損害。

學界關注《財政收⽀劃分法》可能對基礎研究與⾼階⼈才培育的影響
⽇前，⽴法院通過《財政收⽀劃分法》修正案，預期中央政府將增加對地⽅
政府的財政⽀持。學術界對此政策的潛在影響表達⾼度關注，尤其擔憂在缺
乏充分社會溝通與相關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相關科技預算可能⾯臨顯著削
減，對臺灣的基礎研究與⾼階⼈才培育產⽣不利影響，進⽽影響⻑期科研發
展與國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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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是⼈類永續發展的關鍵
科技預算是⽀持⼤學與研究機構進⾏基礎研究的重要⽀柱，所涵蓋的⾃然科
學、電資⼯程、⽣醫農業及⼈⽂社會科學等領域，不僅是推動經濟創新與社
會進步的重要基⽯，更為應對全球重⼤挑戰提供解⽅。例如，COVID-19疫
苗研發的背後便依賴⻑期穩健的科研投⼊。
⾯對未來AI技術⾰命、次世代半導體、新興傳染病與氣候變遷、淨零轉型、
超⾼齡社會與少⼦化、地緣政治、區域經濟等重⼤且複雜的挑戰，臺灣是否
具備充分的應對能⼒，能否提出創新解⽅與優秀⼈才將是關鍵，這取決於⻑
期穩定的基礎研究與⾼階⼈才培育。學術界體認，只有持續的投⼊與跨領域
整合，才能助⼒國家在永續發展的道路上克服種種難題。

可能的預算影響引發憂慮
近三年來，臺灣基礎研究與⼈才培育的經費雖有增⻑趨勢，但隨著研究成本
上升，其增幅已受到壓縮。學術界擔⼼，若貿然實施《財政收⽀劃分法》修
正案，可能導致科技預算削減⾄低於⼗年前的⽔準，嚴重衝擊基礎研究與⾼
階⼈才培育的健全發展，將對⾼科技產業創新及國家永續發展帶來難以挽回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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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呼籲完善規劃與配套措施
橫跨⾃然、⼯程、⽣醫農及⼈⽂社會科學等學術領域，⼆⼗⼆個學會共同聯
署呼籲，應通盤審慎評估修正案對中央與地⽅施政財源的利弊得失，確保資
源分配的合理性與⻑期效益，研擬更具社會共識與周全配套的政策，以利基
礎研究與⼈才培育的⻑期發展。同時，推動科技計畫的相關政府部會需承擔
關鍵⻆⾊，針對政策型國家計畫應有嚴謹的前瞻規劃，系統性整合產官學界
的研發量能，透過跨部⾨與跨域合作提升科研計畫的綜效與擴散，使科技資
源的運⽤效益最⼤化。

學術界也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基礎研究對國家⻑期發展的關鍵作⽤，共同⽀持
建構穩健的科研⽀持體系，為臺灣的永續發展與全球競爭⼒奠定穩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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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財政收⽀劃分法》，中央將對地⽅增加挹注財
源，若貿然推動且缺少相關配套措施下，恐將對國家基礎研究與⾼階⼈才培
育的⻑遠發展產⽣難以挽回的傷害。照⽐例通案刪減中央各部會預算，基礎
研究與⼈才培育所需之相關科技預算將可能減少20%-30%，這將使我國原
本占⽐就不⾼的科技預算更加窘迫，在當前全球科技發展⾼度競爭的情況
下，極可能陷⼊難以逆轉的困境。

科技預算裡的基礎研究，⽀持了各⼤學與研究機構包括數學、⾃然科學、電
資⼯程、⽣醫農以及社會⼈⽂領域等的⻑期研究與⾼階⼈才培育，是推動經
濟創新與社會改⾰的基礎，也是邁向進步國家的核⼼趨動⼒，特別是在⼈類
社會遭遇重⼤挑戰時(例如COVID-19)，能帶領我們安然度過難關的科技解
⽅(例如疫苗)，就是以⻑期累積的基礎研究實⼒做後盾。⽽在⾯臨AI⾰命、
下⼀世代半導體、新興傳染病以及氣候變遷、淨零轉型、⾼齡社會與少⼦
化、地緣政治區域經濟等更複雜的重⼤挑戰與衝擊，所需要的不僅是單⼀領
域學科知識的突破，同時涉及⾼度複雜的跨領域難題。

臺灣是否能在未知的未來安然度過難關，端視現在的我們是否重視各項基礎
研究與⾼階⼈才培育的持續投⼊，並透過策略性的財務政策持續⽀持研究經
費的穩定成⻑，積極整合跨領域學科的基礎研究，正視國家社會⾯臨永續發
展的艱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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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礎研究與⼈才培育相關的科技預算經過多年來的爭取與政策⽀持，近
三年雖有較顯著成⻑，但同時也因為整體經濟發展帶動相關研究成本上升⽽
削弱成⻑幅度。今《財政收⽀劃分法》若貿然推動施⾏，恐導致整體科研預
算倒退低於⼗年前⽔準，嚴重衝擊基礎研究與⾼階⼈才培育，將對我國科研
量能與國際競爭⼒產⽣負⾯效應，導致對臺灣引以為傲的⾼科技產業創新與
國家永續發展產⽣難以挽回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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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鄭重呼籲：
⻑期穩定地投⼊基礎研究與培養⾼階研究⼈才，不僅是⽀持突破性學術發現
的關鍵，更是回應國家社會⾯對重⼤永續發展挑戰的重要基⽯。然⽽，《財
政收⽀劃分法》的貿然施⾏，若缺乏周全配套措施，將對我國基礎研究的穩
定性與持續性產⽣深遠的不利影響，對國家經濟、社會、教育發展與國際競
爭⼒帶來難以預期的深層衝擊。朝野政黨與相關政府部⾨，應通盤審慎評估
修正案對中央與地⽅施政財源的利弊得失，研擬更具社會共識與平衡的政策
⽅案，以確保基礎研究與⼈才培育的⻑期發展。同時，推動科技計畫的相關
政府部會需承擔關鍵⻆⾊，針對政策型國家計畫應有嚴謹的前瞻規劃，系統
性整合產官學界的研發量能，透過跨部⾨與跨域合作提升科研計畫的綜效與
擴散，使科技資源的運⽤效益最⼤化。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賢達與學術界，
共同關注基礎研究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以理性與務實的態度⽀持建⽴
健全的基礎研究⽀持體系，攜⼿守護臺灣⾯對各項永續發展的挑戰。



共同連署名單

中華⺠國海洋學會 理事⻑楊穎堅

中國⽣理學會 理事⻑李昆澤

中華⺠國地球物理學會 理事⻑陳建志

中華⺠國細胞及分⼦⽣
物學會 理事⻑司徒惠康

台灣物理學會 理事⻑郭家銘

台灣海洋⼯程學會 理事⻑許泰⽂

台灣⽂化政策研究學會 理事⻑王俐容

臺灣海洋聯盟 召集⼈蔣國平

臺灣磁共振學會 理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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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地理學會 理事⻑宋郁玲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理事⻑陳瑞彬

臺灣太空科學聯盟 主席葉永烜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理事⻑陳天健

中華空間資訊學會 理事⻑⾼書屏

台灣真空學會 理事⻑朱英豪

中國化學會 理事⻑陳⽟如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理事⻑闕雅⽂

中華⺠國數學會 理事⻑謝銘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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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技⼈學會 理事⻑洪瑞華

中華⺠國地球科學學會

中華林學會 理事⻑林翰謙

臺灣幹細胞學會 理事⻑郭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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