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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自然處 

114年度「精準物質操控：解碼淨零碳排與精準健康的關鍵機制」 

構想書及計畫徵求公告  

壹、計畫背景及目的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人類健康永續的當前挑戰，「精準物質操控：解碼

淨零碳排與精準健康的關鍵機制專案計畫」應運而生。本計畫聚焦於透過

從材料、分子到原子層級的解析及精確操控，開發創新技術以有效降低碳

排放並促進精準診斷與治療科技。在全球碳排放量持續攀升對健康及經濟

造成的威脅下，及面對人口老齡化和慢性病盛行帶來的醫療壓力，這些創

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顯得尤為迫切。 

本計畫旨在解析關鍵議題及促進技術創新，透過精準物質操控技術解

決淨零碳排放與精準健康管理的關鍵挑戰。計畫關注於解析原子和分子層

面的機制及創新精確操控技術，以分子編輯及結構控制為核心，延伸至反

應系統及檢測策略的設計等方向。在淨零議題，探索及實現對化學反應途

徑和物質性質的精確調控，進而有效提升物質材料的效能，以及開發先進

的分析方法，多角度評估催化劑的性能與反應控制體系。在健康領域，計

畫聚焦於探索對人體健康具關鍵影響的分子，並運用精準物質操控技術進

行檢測與開發靶向治療，亦包括利用合成工藝以提升功能性分子的效能及

資料庫開發，用來強化或取代現有診斷型分子探針，提升靈敏度與精確

性，從而為疾病的早期診斷與精準治療提供解決策略。 

本計畫強調針對重要議題的跨領域合作與創新解決方案的開發，選定

重大未滿足的需求，透過協同合作加速科學與技術發展，在面對技術發展

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高風險時，我們鼓勵學術界、研究機構以及產業界的

合作，提出具前瞻性的創新技術方案，打破傳統界限，積極探索未知領

域，尋求切實可行且具變革性的解決策略。本計畫期望這些努力能推動永

續淨零碳排與精準健康管理的具體轉譯成果，以回應社會需求，並為未來

的科技發展帶來實質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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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研發方向 

本計畫徵求之研究重點分為二大研究領域： 

一、 高效能源再利用及負碳策略技術：此領域可涵蓋但不限於碳捕獲與再利

用、平價高效能之新穎觸媒催化劑、氫能技術、及高效率能源轉換技術

的創新研發，以提高能源再利用、碳捕獲的效率或降低能源轉換過程中

的能耗。這些技術旨在推動能源轉換效率提升，進而實現淨零碳排放的

長遠目標。 

二、 精準健康診療技術：專注於開發能夠精確預防和診療潛在疾病的方法。

透過高精度的健康診斷與治療科學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利用先進的分析

技術手段，實現對疾病的早期診斷、預防和個人化治療，從而根據針對

個體差異進行精準健康管理。 

 

參、計畫內容撰寫說明 

一、 目標導向：總計畫內容須明確陳述整體總目標，選定重要議題，必須具

有開創新思維，且以本計畫終極目標挑戰淨零碳排放與精準健康關鍵技

術為宗旨。計畫內容必須包括四年研發目標、計畫規劃藍圖(roadmap)、

國內外現況分析、所欲達成之量化技術指標、達到該指標之執行策略等

要項。 

二、 前瞻解決方案及技術評估：由於淨零碳排放與精準健康技術之路徑多

元，本次徵求計畫鼓勵學界勇於提出前瞻性解決方案。考量專案計畫的

目標導向性，計畫中須明確定義各個技術查核點與技術可行性評估依

據，必要時得研擬多種可能研發路徑並行。 

三、 產業參與：本計畫期能有效降低國內相關產業路線探索(pathfinding)過程

之風險，鼓勵與業界進一步合作開發，促成業界投入下世代技術研究。 

四、 資源與專長整合：鼓勵籌組跨產學研、跨專長的研究團隊。除了實驗驗

證，理論基礎的建立對評估高風險技術的投入與未來的發展潛力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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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相關規劃須於計畫書中具體敘明。 

五、 國際競爭力：技術能力規劃須有國際領先之企圖心，積極參與相關活動

如發表頂尖論文、參與比賽活動、國際參展等，以提升台灣相關領域之

技術實力與國際能見度。 

 

肆、 計畫及構想書申請、審查及核定 

一、 申請須知 

(一) 申請機構與計畫主持人(申請人)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之規定。 

(二) 本專案以申請分年多年期之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為限。整合型計畫

以包含 2至 4個子計畫為原則（含總計畫主持人 1件），各子計畫主

持人應實質參與研究，計畫書應詳實註明各子計畫負責之研究主

題，整合之計畫需有整體明確的目標，並由總計畫主持人之服務機

關提出申請。 

(三) 研究計畫經費規模以每年 500-1000萬元為原則，實際依審查結果及

預算情形決定補助金額。 

(四) 申請程序：分為「計畫構想書」與「完整計畫書」二階段 

(1) 構想書階段：計畫構想書內容以 6頁為限(格式如附件)。請循本

會「專題研究計畫／(構想書計畫類別) 精準物質操控計畫構想書」

線上申請方式作業，於 113年 11月 30日(星期六)前繳交送出國科會

系統。構想書經審查後將視審查成績邀請部分計畫申請團隊至國科

會報告。 

(2) 完整計畫書階段：構想書經審查後如獲通過，本會將另行通知申

請機構提送完整計畫書。計畫主持人需於完整計畫書中修訂計畫架

構內容。申請機構依本會通知時間完成線上申請作業，須彙整送出

並造具申請名冊經有關人員核章後，將申請資料函送本會。計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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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限制請依照本會公告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表 CM03研究計畫

內容頁數限制一覽表」內相關規定。 

 

二、 審查與核定 

(一) 審查方式包括書面初審及會議複審。本計畫屬專案計畫，審查未獲

通過者，恕無申覆機制。 

(二) 本計畫申請人規劃四年期計畫(自 114年 8月 1日開始)為原則，業

經審查通過，核定補助分年多年期計畫；每年舉行計畫執行成果考

評，並依審查結果核定次年期計畫。 

(三) 審查重點： 

(1) 計畫提案之企圖心與本計畫欲突破當前技術瓶頸之契合度。 

(2) 新穎性與學術研究卓越。 

(3) 產業應用及技術之可行性。 

(4) 具體技術規劃藍圖(roadmap)。 

(5) 計畫所提技術之理論基礎。 

(6) 計畫主持人之執行力。 

(7) 團隊成員之互補性與跨領域、跨單位資源整合能力。 

(四) 本計畫列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件數計算額度，經核定補助後，列

入總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件數，子計畫主持人則不列入計算。 

(五) 總計畫主持人限執行本專案計畫一件，並不得擔任本專案其他計畫

案之子計畫主持人。 

 

伍、 執行與考評 

一、 本會將對執行計畫定期進行考評，執行團隊必須配合提供計畫執行進

度與成果，並出席各項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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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團隊須配合本會進行計畫執行成果發表、推廣應用及交流等工作

推動。 

三、 各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國科會得依審

議情形調整補助經費。 

四、 如未依規定繳交報告或執行成效未如預期且計畫主持人未盡力改善

時，得調減次年度經費或終止執行該計畫。 

 

陸、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結報及報告繳交等應依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二、 公告未盡事宜，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柒、計畫聯絡方式 

國科會承辦人： 郭廷洋助理研究員 

Tel：(02)2737-7465 

E-mail：tykuo@nstc.gov.tw 

 

有關計畫申請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 

Tel：(02)2737-7590、7591、7592，0800-212058 

mailto:tykuo@nst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