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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科技是本世紀科技發展的重要領域，其應用遍及電子光電、醫藥生化、化

纖、建材、金屬及基礎產業等。政府也已在其重要之相關政策與資源上，自 2003至

2008年投入 6億美元，其中產業化之技術投資占 65%。儘管如此，目前業界能真正

成功地將奈米科技產業化的微乎其微，且多數業者尚未獲利。以筆者與業界多年接

觸之經驗，其理由包括(1)原物料之取得不易；(2)無法將粉體分散研磨到奈米級，及

欠缺奈米粉體之界面改質技術；(3)奈米粉體之量測標準不一；(4)奈米產品之認證不

易；(5)消費者之接受度尚未普遍等。

世界各國包含美國、日本及德國等國家，目前皆尚未完成奈米粉體量測標準之

建立，臺灣自 2003年起在工研院成立奈米科技量測中心，希望在 2013年完成奈米科

技之量測標準。由於奈米檢測之標準尚未完全建立，奈米粉體及漿料之分散研磨代

工廠商自行檢測之數據，往往與其下游奈米粉體及漿料使用者所檢測之結果不一，

造成產品驗收及認證之不易。解決此問題之可能方法包括(1)奈米粉體及漿料之分散

及研磨代工廠商，可與其使用者策略聯盟，並交插持股，互相投資以方便取得認證，

加速奈米科技之產業化；(2)由政府及學術單位成立奈米產品之認證中心並出具證明，

如此奈米粉體及漿料之製造商及使用者可以在同一規範下製造及應用，解決認證標

準不一之問題；(3)政府自 2005年起即開始推行奈米標章之建立，現已有 10餘家廠家

取得奈米標章，希望政府能更開放及簡化奈米產品標章之取得流程，業者也能更積

極參與奈米標章之取得，以加速解決奈米產品認證不易之問題。

售價太高是讓奈米科技無法產業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如防水抗污之衣服一件往

往要價 NT$5,000~10,000，恐造成有行無市之窘境。筆者建議可由政府單位先行帶頭

使用奈米產品，將大量的消費性奈米塗料應用於公共建設上，如機場、火車、高鐵、

捷運及各公家單位之建築物上。大量使用以降低生產成本及售價，如此消費者之使

用意願也會大幅提昇，奈米科技之應用亦將隨之普及化及產業化。

筆者深信奈米技術將於 10年後在全球大量地被應用，而臺灣有絕佳的發展機

會，政府若能協助業者取得奈米材料、加強奈米材料與應用產業之輔導、增加補助

研究單位及產業界奈米材料之研發、鼓勵業界引進國外奈米級分散研磨設備及界面

改質技術、建立並落實完善之奈米產品之檢測標準及認證制度，並率先大量使用奈

米產品於公共設施上，促使消費性奈米產品價格合理化及使用普遍化。如此一來，

將奈米科技產業化，就不再只是一個口號或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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