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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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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

執行期程：102年～104年

產業領域：藥品、醫療器材、醫療管理

方案修正重點：

1. 基磐建構已略具成效，政府需配合產業需求機動修正；服務
與輔導產業，部分跨部會協調尚有改善空間。

2. 藥品與醫材產業發展屬性不同，為適應產業需求，方案依屬
性將措施分別細緻化。

3. 強化生技產業人才培訓，橋接學用落差，提升產業國際競爭
力。

4. 醫療管理品質效率極高，具知識型經濟特質及加值輸出潛力。

(總統101年國慶提出四大方向：
1.改造產業結構，提高薪資水準；2.排除投資障礙，擴大就業機會)



有感規劃 :每年培訓100位業界所需博士級研究員 (Industrial PostDoc)

編列科技預算邀請相關學研界參與培訓 (具體回應8月份生策會建言)

預計 3年培訓 300 位業界所需高階人才 (或自行創業)

效益：
1. 提高青年就業率：立業成家、幸福生活 (讓青年有感)

2. 從學研界疏導高階生技人才到產業界 (讓學研界有感)

3. 提升產業研發能量，產業升級增加國際市場競爭力 (讓業界有感)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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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生技相關領域畢業生 450~497人/年
在學博士生 3400~ 3640 人/年

經濟部工業局統計目前產業
需求博士級：140人/ 年

知識創造提供者
(學術界)

價值創造提供者
(產業界/ 政府、法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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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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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機構
申請作業

培訓

考核

部會、法人研商會議

擬訂作業要點(申請、評選、考核機制等)

法人、學研機構申請說明會

法人、學研機構申請與評選作業

「產業導向博士級專員」徵求說明會

培訓人員申請與評選作業

申請、審核及分發

獲選機構由相關部會統一提案

課程學習、機構訓練、業界實習

定期追蹤管考、績效考核

培訓學員
申請作業

前置作業

負責單位

科技會報、國科會

科技會報、國科會

科技會報、國科會

跨部會審查會議

科技會報、國科會
法人、學研機構

各審查小組

科技會報、國科會
法人、學研機構

科技會報、國科會

法人、學研機構

科技會報

作業事項

以科技會報辦公室為統一窗口，由法人、學研機構提出申請計畫書(建議有產業界配
合)申請單位經評選通過後，進一步確認需求人數與條件，再公開徵求培訓人員，復
經評選後媒合分發。



培訓機構申請與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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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辦方式：培訓機構申請說明會對外公開徵求有意願參與的法人或學研機構

二、申請對象：與藥品、醫療器材產業研究發展工作或醫療管理相關服務之法人或學研機構

三、申請方式：法人或學研機構可聯繫有合作意願之廠商、提出計畫需求

由法人或學研機構向主辦單位提出培訓計畫書

四、計畫書內容：(1)申請單位基本資料：組織架構、研發人員資歷結構、軟硬體設施等

(2)近五年研發成果（業界合作、技術移轉、衍生公司、專利、授權金等）

(3)廠商合作意向書：人員需求規格、合作時程規劃、配合款

(4)申請員額數

(5)培訓規劃*：訓練時程、內容，業界合作方式，業界實習(原則6個月以上)

(6)預期效益/KPI：業界正式聘用數、成立衍生公司或自行創業

五、評選方式：由跨部會產官學研各界組成審查委員會，就計畫書內容進行審查

六、確認需求：申請單位經評選通過後即可確認需求人數與專業背景等資格條件

七、補助方式：獲評選通過之法人/學研機構，統一由相關主管部會提出計畫經費需求



培訓學員申請與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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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方式：

舉辦「產業導向博士級專員」徵求說明會對外公開徵求

二、申請對象：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博士學歷

醫藥、醫療器材、醫療管理等相關科系 (含跨領域：創投

相關法規、智財或行銷等背景)

三、申請方式：申請人向統一窗口提送個人履歷、專長及培訓

意願書 (Statement of Purpose)；轉各領域審查小組

四、評選方式：由法人/學研/業界等組成聯合審查小組進行審

核，依申請人專長與意願進行媒合，分發至各培訓單位

五、待遇：比照國科會第一年博士後研究員標準



培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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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 (導引期)：由主辦單位統籌規劃錄取之全體博士學員共同講習會，邀請海外生

技創投或創業成功之專家學者參與授課，導引學員了解國際生技市場之發展。並將規劃

邀請國內生技產業成功業者參與講授實務課程。

二、第二階段 (紮根期)：將委由法人/學研機構主動規劃專業領域之產業需求課程，並包括智

慧財產權管理與法規、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財務及風險管理等。期能培訓生技業界所

需之專業人士或創新創業人才。(此階段規劃並無硬性規定，僅就建議性原則提供各培訓

法人/學研機構做為參考，各單位可自行發揮創意，設計規劃培訓計畫。)

三、第三階段 (育成期)：配合執行法人/學研機構與業界合作之計畫或工作內容，於適當時機

轉介學員進入產業實習，了解產業生態與實際運作之情況。原則上，在一年培訓期，建

議六個月以上在業界實習(on the job training)。業界培訓期間，由法人逐月評估業界訓練

之成效，作為下階段計畫合作之依據。(此階段規劃亦無硬性規定，僅就建議性原則提供

各培訓法人/學研機構做為參考，各單位可自行發揮創意，設計規劃培訓計畫。建議由培

訓機構與產業提聯合培訓計畫。政府補助的對象是培訓機構，培訓機構則可與企業合作

（鼓勵企業主動分擔部分培訓經費）。

四、第四階段 (驗收期)：由業界評估博士學員實習表現，評估是否晉用。此方案積極鼓勵博

士學員發揮創新創意，自行創業，進而擴大生技就業市場。期許參與之博士學員能在產

業界發揮所長而有具體貢獻，進而使臺灣生技產業升級更具國際競爭力。



考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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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法人/學研機構逐月考評，並於結訓時輔導順

利就業。

二、法人/學研機構執行計畫及績效評估，將以博士

學員實際進入產業之就業率為主要評估標準。

三、法人/學研機構年度執行成效，包括與業界合作

成功案例多寡及業界未來是否規劃回饋機制，將

成為下一年度政府補助法人/學研機構之重要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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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1. 為何培訓只有一年？業界需要培訓期更長的人才！
A1: 

2011

培訓人才重點並不是提供高額薪資 (大魚大肉)

而是給釣桿或獵槍 (教導 Fishing or Hunting Abilities)
如業界需要培訓期更長的人才，則須業界銜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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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參與培訓單位為有什麼好處？

A2：
(1). 利用人才培訓可與合作業界產生良好互信基礎

(2). 培訓成功案例人才將可成為培訓單位與業界溝通橋樑

(3). 培育創新創業人才，投資未來

(4). 輔導青年順利就業，建立社會良好形象

(5). 具有實質績效，有助爭取政府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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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為何只針對生技產業？而其他產業所需人才？

A3：
(1). 依據行政院通過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

規劃試辦。

(2). 如試行順利，而其他產業也有所需求，可於
下年度另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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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培訓時程是否須配合畢業季節？

A4：
(1). 培訓對象不限應屆畢業生、或國內外博士。

(2). 第一年第一梯次若申請報名過度踴躍，將評
估規劃開放第二梯次申請報名。



參與意願調查表
1、機構名稱：

2、預計培訓人數： 人；預計配合廠商家數： 家

3、預計培訓產業別：□藥品 □醫療器材 □醫療管理
□其他，如

4、預計培訓專業技能：□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產品化

□產品查驗登記/上市審查相關法規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含技術移轉、授權…)

□創投相關(due diligence、scouting、program manager)

□新創事業輔導、產品上市行銷

□技術評估、專利/市場分析

□醫療管理

□其他，如

聯絡人： 單位/職稱：

電話： Email：

※有培訓意願機構請於101年12月14日前將調查表回傳科技會報辦公室

註：本調查表提供之預計培訓人數僅供主辦單位參考，各單位培訓人數以申請計畫書並經

評選後核定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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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生命科學或醫學相關領域畢業生統計

碩博士畢業生 98年度已達 2516人

2003 2007

經濟部工業局統計產業需求博士級：140人/ 年





http://www.dna-chip.co.jp/index.html
http://www.dna-chip.co.jp/index.html
http://www.tokuyama-dental.co.jp/index.html
http://www.tokuyama-dental.co.jp/index.html
http://www.kaneka.co.jp/
http://www.kaneka.co.jp/
http://www.daikin.co.jp/index.html
http://www.daikin.co.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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