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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和南韓兩國在產業經濟發展表現上各有特色，從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在2005年首次超過台灣；為瞭

解台灣與南韓兩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本研究根據2005~2008年間具有公信力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或是政府機關所發布的

統計資料、數據，加以評估分析，從投入面、產出面及過程面三構面探討兩國的技術創新能力。 本調查研究除了利用台灣

與南韓的相關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外，並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投入、產出及過程三構面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的權重，進而計

算出台灣與南韓的技術創新能力綜合指標，用以計算技術創新能力的成長趨勢。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1. 在整體的技術創新

能力方面，從2005~2008年來看，台灣與南韓的技術創新能力都有向上成長的趨勢，但是南韓的成長趨勢相較於台灣是較

高的，表示南韓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台灣強。在投入面的表現上，兩國都是有進步的，而且台灣進步的速度比南韓快。

在產出面的表現上，在2008年時南韓超越台灣。在創新過程面的表現上，從2007年開始，南韓的表現已經超越台灣。2.本

研究針對研發經費、研發人力、科學論文、專利及高科技產業出口等都有做相關的分析。 最後，彙整分析之研究結果，並

說明本研究所面臨限制與後續建議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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