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ATCC X YLL NPO 競賽 科學月刊 初賽議題 

 

恭喜您進入 2023 年 ATCC X 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NPO 永續創新個案大賽】初賽

階段，請您站在「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的立場思考，分析未來的機會與各種可能，

為此議題提供創意與想像，並提出可執行的具體企劃，為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的轉型

提出最具創新且可執行的解方。 

 

一、NPO 簡介 

《科學月刊》由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發行，創辦人林孝信在美留學時有感於臺

灣資源缺乏，因此決心創辦一本專門為臺灣學生編纂的雜誌，讓學生們能夠掌握國際

科學進展與脈動。 

 

自 1970 年 1 月 1 日創刊以來《科學月刊》未曾中斷，一路從資源匱乏的年代，走到網

路資訊爆炸的現在，始終秉持著傳遞科學知識的初心。50 多年來，《科學月刊》獲得

多屆金鼎獎優良雜誌獎、教育部優良期刊、世界華人科普獎等肯定，陪伴無數臺灣學

子長大，成為臺灣本土最值得信任的科普品牌。 

 

未來，期望優質的內容能繼續發揮影響力，並達到「不需愛上科學，讓生活就是科學」

的目標。 

 

二、議題背景 

科技時代，人們獲取資訊與知識的管道越發多元，也使紙本閱讀逐漸式微。於此同時，

網路資訊氾濫，讓人難以辨別其中真偽，造成大量錯假訊息流傳，深切打擊正確知識

的傳播軌跡。在許多調查中，也顯示出如今的年輕世代對於科學的喜好度極低，根據

《TIMSS 2019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臺灣有 30% 八年級學生不喜歡科

學、45% 八年級學生認為科學沒價值。 

《科學月刊》多年來持續深耕臺灣本土科學知識傳播，除了有專業的作者與編審團隊，

也始終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因此，期望號召青年夢想家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打破

既有的限制，將有益的科學知識帶給年輕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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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目 

【 讓科學無處不在！和《科學月刊》一起傳播科學新知！】 

 

題目說明 

 

生活中不是缺少科學，而是缺少發現，就算不必是科學家，也能開啟科學之眼觀察世

界！跟《科學月刊》一起跳脫紙本和課堂框架，探索多元的科學傳播形式，吸引更多

青少年（13~18 歲）發現生活中的科學知識，並為科學月刊的營運開展注入活水！ 

 

四、提案需求說明與條件限制 

初賽企劃書重點說明 

 

1. 非僅論述現象，須觀察國內外相關問題的發展，延伸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法 

2. 書審資料請包含： 

I.    提案背景 

II.   實踐方法 

III.  預期效益與社會影響力 

 

初賽企劃書提案要求 

 

依上述重點說明與議題 workshop 時講師建議之解題方向，發展初賽企劃書，PDF格式，

企劃書篇幅含封面、目錄、附件等全部以 10 頁 A4 為限，內容須包含： 

 

1. 動機 

2. 背景研究與國內外案例 

3. 計畫大綱與方法（須說明創新之處） 

4. 預期效益與社會影響力 

5. 宣傳策略 （須包含社群運用和媒體操作，並設定目標） 

6. 整體預算規劃 

7. 時程表 

8. 未來展望 （Sustainable & Sca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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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限制 

 

1. 提案請以能在台灣地區落地執行為主，但不限於只能在台灣 

2. 需是為本屆 ATCC《科學月刊》議題全新發想的提案，不接受已於他處發表過或

正在進行輔導孵化的創意或成果作品，該創意或成果之延伸或改作亦同。 

3. 參考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或出處 

4. 評審標準：以創意、實作成果、團隊組織協作為評估面向 

5. 基本企劃架構：針對所設定議題，先行定義問題，並對其分析並找出重點，進行

思考、歸納及洞察，以提出最佳企劃方向。在此架構提出個別創意方案與建議做

法。務必考量現實情況，並帶入階段性概念，同時針對不同時程分別設定可量化

目標。請注意數字可行性，合理性與成本效益。 

6. 邏輯推演：每個做法或建議必須有數據，或是依據企劃書前端分析所得結論支持，

務求前後一致，避免沒有立論根據的說法或創意。 

7. 實作企劃和方式：需合法取得資料，方式和範圍不限。 

8. 整體預算規劃上限為 NT 200 萬 （含行銷廣宣預算） 

9. 交付完整性：企劃書以 10頁為限，其中需包含一頁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其餘形式及架構不限。 

 

五、附加說明 

1. 如需使用《科學月刊》的品牌資訊，可向主辦單位提出，《科學月刊》將視情況

在相關約定條件下提供使用。所有《科學月刊》的資訊 (包含但不限於：文件、圖

像、數據與技術資料) 皆受法律保護，請勿未經授權而揭露使用或從事商業行為。 

2. 提案作品須為團隊自行發想規劃，若有抄襲、仿冒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將取消參賽資格。涉及著作權或其他糾紛，參賽者須自行擔負相關法律責任，與

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無關。造成基金會損害者，應負相關賠償責任。 

3. 參考網站與粉絲專頁： 

《科學月刊》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sciencemonthly 

《科學月刊》臉書：https://www.scimonth.com.tw/ 

《科學月刊》IG：https://www.instagram.com/scimonth/ 

 

https://www.facebook.com/sciencemonthly
https://www.scimonth.com.tw/
https://www.instagram.com/sci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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