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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全球經營環境改變、國內產業結構之調整等因素，由中部地區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與民間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傳統產業創

新聯盟，其主要目的在於以跨領域技術整合與產業創新來提升傳統產業的價值與競爭力。以往聯盟成員在提出提案時，僅

憑著申請者的經驗撰寫，提案內容品質參差不齊，也無適當的工具來改善提案，更受限於審核評估過程繁瑣冗長，使得提

案常失去時效性。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以系統化方法與流程建構創新工具資料庫，工具是以創新產品系統開發階段

包括建立創意構想、可行性分析、系統開發、系統營運等四個階段加以分類，並提供工具使用案例。 本研究從系統需求出

發進行建構工具庫功能，再依據創新產品系統開發階段的階段，將各項創新工具對應到各個開發流程階段，並設計工具格

式以及流程，運用ASP.NET開發工具建立創新工具資料庫。最後，利用提案者的提案情境分析結果，以工具導入案例來驗

證流程完整性，目前已蒐集30個用於創新提案的工具，其中包含10個試用軟體，讓提案者可自行至工具庫中下載並安裝應

用程式加以應用。本研究蒐集過去產業創新聯盟三年的成功案例，並以分析案例所運用之工具提供提案者作為參考，協助

建立完整的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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