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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需求調查在前瞻研究的角色探討：以中國和日本為例

王玳琪、吳悅、賴志遠 (  )

一、前言

科技發展至今，不僅各種學科相互交錯融合，更新速度加快，而且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因此，對未來技術的預測，傳統的前瞻預測

方法，如趨勢外推等方法已無法適用當今技術的發展。目前大多數國家採用的技術預測方法是大規模德爾菲調查法，這便是以聚沙成塔，百川匯流

的方式，以較科學的方式將各領域專家分散的智慧匯集成為更有效益的智慧。日本是目前前瞻規劃得最為完善的國家，除了長期運用德爾菲調查法

，更納入其他方法，以求完善前瞻調查的研究成果。

日本每隔四年進行一次的前瞻調查，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了八次，第八次的前膽調查共分為四個部份：1.社會、經濟需求調查；2.快速發展的研

究領域調查；3.倍受矚目的科學技術領域之發展趨勢；4.德爾菲調查(中國科技信息，2006)。除了德爾菲調查法已連續執行了八次，其他三項皆是

第八次才加入的創舉。社會、經濟需求調查，主要的目的是各方意見的徵詢；快速發展的研究領域調查則是透過學術論文資料庫之數據分析，以了

解當前有哪些研究領域是較為熱門或發展得較為迅速的；至於倍受矚目的科學技術領域之發展趨勢則是透過情境分析以了解某些科技領域在今後三

十年所可能發展的趨勢。

國內在前瞻研究的步伐上，對於上述各方法皆有所著墨，但在社會、經濟需求調查卻較少相關研究，因此本文除了針對日本所進行之社會、經濟需

求調查進行了解外，也針對近期經濟發展迅速的中國進行探討。

二、國際觀測

對決策者來說，如果在進行技術預測時能同時兼顧「技術推力」與「社會經濟需求拉力」這兩個方面是最理想的狀況，因為長期的科技發展主要是

由技術上的可行性及政治、社會和經濟需求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的。

1.「技術推力」與「社會經濟需求拉力」之拉拒

技術預測始於美國，進而由日本改進並首次進行大規模調查，接著歐洲開始跟進，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和部分開發中國家紛紛開展技術預測。儘

管各國所使用方法各異，著力點不同，但出發點都是立足於本國實際情況，綜合分析本國的優勢和劣勢，並且考量到本國社會經濟發展。例如美國

在許多技術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進行國家關鍵技術選擇時，主要從技術供給能力來考慮對社會經濟發展之影響；許多國家則常常從經濟社會

需求拉動來考慮，重點在突出社會經濟發展目標，以及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技術（整理如表1）。

表1 各國技術預測特點分析

國家 特色 類型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程家喻，2001；本研究整理。

2. 日本

歷經30多年的發展，日本在前瞻調查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無論在組織模式、運行機制和預測方法上皆日趨成熟。早期的前瞻調查只考慮技術

內帶推動力的技術預測，而近期的調查則將整個社會也納入考察範圍。

日本於第五、六次的前瞻，即提出了對社會經濟需求的預測，並依這些需求，而提出一些相對的科技課題，在該階段，這些觀點皆是由技術專家所

提出，直至第七次前瞻，除了技術專家之外，另外又結合了產業界的意見，進而確定未來社會經濟的需求，另外更專門成立了社會需求組。

日本第八次前瞻所進行的社會與經濟需求調查在以往預測調查和白皮書等相關的基礎上，形成科學技術需求清單，透過參與型調查方法的運作，向

社會各界（包括社會、產業等眾多領域專家）人士進行意見徵詢，研究應優先解決的社會需求問題，並透過層級分析方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選擇出數項社會優先需求(生活需求、產業需求)，進行科技與需求相關性分析，提出相對重要的技術領域。

表2 日本前瞻於社會經濟需求的著墨

日本 從社會經濟需求分析未來科技，這是一種導向性方法，從需求出發，對Delphi調查方法

加以補充

社會經濟需求拉力型 主要應用大規模德爾菲調查法

英國 從社會經濟需求分析未來科技 社會經濟需求拉力型 大規模德爾菲調查

德國 德國的方法基本上與日本一樣 社會經濟需求拉力型 大規模德爾菲調查法

美國 從技術供給能力考慮技術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技術推力型 專家調查

專家訪談

時間 負責單位 相關內容



資料來源：日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2005；本研究整理。

3. 中國

中國在科技預測上的成長，也是急起直追，除了以國家層級的角度，於1995年完成「國家關鍵技術選擇研究」，並於1999年又對農業、資訊和先進

製造三個重點領域的技術發展進行了預測，完成「國家重點領域技術預測研究」。過去中國的科技預測偏向以技術為主，然而近期似乎也將社會層

面逐漸列入考慮，例如北京為了有系統掌握北京「十一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的需求，以為積極回應創新型國家建設戰略，推進北京創新型

城市建設步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而進行了「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

從上述的國際經驗可看出越來越多國家在進行前瞻，形塑未來時，會考量到社會經濟需求，顯示社會經濟需求的了解與分析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

三、北京「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之介紹

在此，本文透過對「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個案探討，來了解社會經濟需求調查研究的過程(北京巿科學技術委員會

日本第六次技術前瞻 1997完成 尚無專責單位 Ø 從第六次技術預測中就已開始了從需求進行分析，但是確定這些課題的依據往往來

自於技術專家的觀點

Ø並於第六次技術預測之後，發展了“基於今後20年國民生活方式對科學技術的未來需

求”之專題研究

日本第七次技術前瞻 2001完成 社會需求組 Ø在第七次技術預測中，首次採用了技術專家與產業界相結合的方式來確定未來社會經

濟的需求，並找出40％的課題，皆與社會經濟需求相關

Ø技術預測指導委員會提出了5個最新的觀點，要求在新的預測中加以實施，其中與社

會經濟需求直接相關的，包括1）明確增加社會經濟需求研究組2）在社會和經濟需求

與技術之間建立廣泛的聯繫3）增加一些非技術項目（制度、生活方式等，如在環境領

域中增加環境稅等）

Ø社會經濟需求小組，包括三個領域：社會經濟系統、老年人科學、安全保證

日本第八次技術前瞻 2005完成 需求調查分科會 Ø由產、學界知識份子組成「需求調查分科會」，透過層級分析法及參與型調查程序運

用，擴大民眾的參與範圍討論科技對未來社會的衝擊。



，2007)。

1.什麼是科技需求?

經濟學家一般將「需求」定義為消費者在某一特定時間內按既定的價格對一種商品願意並且有能力購買的數量。對於一般商品而言，「需求」是欲

望和購買力的結合，但是由於科技不同與一般商品，因此「科技需求」與傳統經濟學所指的「需求」，有著某些程度上的區別，同理可得，「需求

分析」與「科技需求分析」有著很大的不同。通常「需求分析」常用於軟體開發、巿場分析與產品定位等領域，在軟體開發的領域，必需透過需求

分析才能把軟體需求規格定義清楚，因此需求分析成功與否關係到軟體開發的成敗；在巿場分析領域，需求分析的目的是用以了解巿場與定位新產

品，以做為開擴潛在巿場與客戶之用。而「科技需求分析」則定位為更高一層，指的是在明確科技發展方向和巿場需求的基礎上，對實際問題進行

系統性的分析，從中提煉出科技作用因素和非科技作用因素，提出科技需求描述，確定科技作用點的過程，即針對具體問題，回答「科技做什麼」

（顏振軍，2006）。

2. 北京巿實踐科技需求調查研究

(1)調查研究之目的  

2005年，北京巿科委進行「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目的在有系統的了解北京地區在強化政府管理部門、各產業及科技需求

之間有效的結合點，集合首都各方的智慧與資源參與北京的建設，加強政府與各界的互動，希望藉由科技的進步，帶動城巿建設與管理、區縣發展

、產業發展。 

(2)調查研究之過程與方法  

「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之工作流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包括前期準備、調查研究啟動、展開調查研究、總結。而其進行的

方法主要有三： 

a.界定何謂科技需求：「十一五時期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需求調研」定義科技需求是指對科學和技術的需求。在該專案中界定分為城市建設與管

理的科技需求、區縣工作的科技需求和產業發展的科技需求。包括 (i)科技資源：科技人才、訊息、專利、科技發展資金等等；(ii)科技發展基礎

設施：科技通訊網路、實驗室、科普設施等等；(iii)科技發展軟環境：法律政策、智財權保護、技術標準等等。

b.採用三維需求調查研究法：從產業、區縣、委辦局三個維度，透過問卷設計、實地訪查、召開座談會及專家訪談的方式，以充份了解區域的科技

需求。

c.上下雙向互動調查研究與分析：除了由下而上的細分需求，對每一個需求進行調查，以了解基本需求，另外也由上而下的統籌各需求，以系統化

的方式對所有的需求進行整理。

(3)調查研究之結果  

該調查研究採用按需求領域劃分的方法，將社會與經濟層面對科技的需求分為城巿建設與管理類、產業發展類和區縣發展三大類別。該項調查研究

工作歷時約五個月，參與人數眾多，最後完成了3個需求分析報告和1個總報告。另外並於調查研究結果總報告中顯示北京的十二項重大科技需求

，其中有多項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3 北京十二項重大科技需求



資料來源：北京巿科學技術委員會，2007。

重大科技需求

1 治理大氣污染源，減少可吸入顆粒物的系統解決方案</a>

2 管線網路的規劃、改造、資訊化建設綜合科技突破(原文為：地下管網的規劃、改造、資訊化建設綜合科技攻關)

3 建設高效率的智慧交通體系(原文為：以提高出行效率為目標的智慧交通體系建設)

4 提高地熱、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水準</a>

5 促進廢舊物資無害化、資源化利用</a>

6 以廢棄工礦區、垃圾填埋和堆積區為主的土地生態修復

7 推動科技與文化的融合，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8 農村生產方式優化和農民生活方式改善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範</a>

9 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產業服務功能的戰略高技術研究與突破</a>

10

11 推動新材料領域的技術提升發展與產業升級壯大</a>

12 發展戰略高技術，做強高端產業



四、結論

北京本次的科技需求調查研究取得以下幾個方面的成效：了解北京巿整體的科技需求；各界廣泛的參與；科技界專家對於該調查研究皆認同其示範

性的作用，對該調查給與高度評價；初步探索出一套科技需求調查研究的方法，並且培訓出一批可靠的工作團隊與專家體系；矯正科技工作中存在

重「技術推力」，而輕「社會經濟需求拉力」的觀念；該調查成果已落實到實際政策的運用，如指南的編製與科技項目建議之徵集。

無論日本或是中國，將社會經濟需求納入而成為前瞻的一環，無疑的都將為未來各國的前瞻研究帶來更多的思考，科技預測倘若能同時兼顧「技術

推力」與「社會經濟需求拉力」，並取得一個平衡點，科技的高度發展會引發人類滅亡的隱憂將被科技帶來的光明面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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