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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 「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推動歷程

• 「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
強化與新增項目

• 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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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推動歷程
• 依2008年BTC會議結論，暨民國97年11月5日行政院劉前院長指

示研擬方案，補強產業價值鏈上的缺口。

• 98年3月26日宣布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 方案四大工作項目：輔導育成、轉譯研究、創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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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軸及目標

BVC: Biotechnology Venture Capital

TFDA :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0年1月1日成立)

SIC: Supra Incubation Center   
SI2C: Supra Integr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2011年11月1日成立)



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強化產業化研發能量,
承接上游累積的成果

(經濟部)

強化中游醫材雛型品開發
(經濟部)

生技醫藥臨床前平台建置
(經濟部)

生技類國家型計畫
(國科會)

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
(國科會)

成立生技創投基金,
吸引民間資金投入

(國發基金)

成立生技創投基金(BVC)
(國發基金)

推動整合型育成機制,
提供整體服務平台

(國科會)

成立生技整合育成
中心(SIC)服務團隊

(國科會/經濟部)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南港)
(中研院)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國科會/經濟部/衛生署)

南部生技醫療器材
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國科會)

實驗動物中心

(國科會)

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TFDA),
建置與國際銜接法規環境

(衛生署)

建置藥物審查
一元化體系(衛生署)

建全現代化藥政
法規環境(衛生署)

強化醫藥業產業輔導
(衛生署)

延攬及培育核心
審查人才(衛生署)

支援SIC運作及廠商
育成發展之硬體資源

配合方案

配合方案

方案架構與部會分工
(98.03.26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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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 (衛生署)

100年新增業務



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
強化及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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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第一階段(98年~101年)－強化基磐建構

方案第二階段(102年~104年)－創造成功案例

產業領域：藥品、醫材、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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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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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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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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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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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藥品 醫療器材 醫療管理

1
• SI2C (Supra Integr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 以專案計畫形式補助，達到種子基金的實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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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產業化推動)

• 核心平台建置
• 承接案源推動產業化

• Branding Taiwan
• 提供加值服務輔導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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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

(創投資金)

• 以民間資金為主，鼓勵5-10億中、小型生技創投
• 國發基金配合款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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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

(完善法規)

• 法規協和化
• 推動兩岸藥品臨床試

驗合作

• 提高審查輔導服務效能
• 研議醫療器材專屬法規

• 委託公(協)會先期
研究，研提加值服
務模式

國科會
(整合育成)

經濟部
(產業化推動)

國發基金
(創投資金)

衛生署
(完善法規)



藥品 - 產業化推動綱要

• 策略：新藥研發時程長、風險高，擬以技術智財，於研發
時程中各階段，策略性創造價值。

• 目標：建立數個藥品成功案例
– 獲得美國FDA新藥臨床試驗許可

– 技術移轉業界/成立新創公司/產品上市

• 作法：
1. 由SI2C 帶領藥品輔導團隊，並提供案源誘因。 (國科會)

2. 強化藥品轉譯研究平台。 (經濟部/跨部會國家型計畫)

3. 鼓勵中、小型生技創投成立，投資藥品廠商。 (國發基金)

4. 持續完善藥品審查與上市法規，推動法規協和化。 (衛生署-TFDA)

5. 加速推動兩岸臨床試驗合作。(衛生署-TFDA/經濟部/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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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 –產業化推動綱要

• 策略：醫療器材種類眾多，擬以不同技術層次、臨床應用、
智財策略與營運模式等創造產業價值

• 目標：建立數個醫療器材成功案例
– 獲得臨床試驗許可或上市許可

– 技術移轉業界/成立新創公司/產品上市

• 作法:
1. 由SI2C帶領醫療器材輔導團隊，並提供案源誘因。 (國科會)

2. 強化醫療器材快速試製平台能力。(經濟部/國科會)

3. 鼓勵中、小型生技創投成立，投資醫療器材廠商。(國發基金)

4. 建立符合國際發展與市場趨勢之醫療器材專屬法規。(衛生署-TFDA)

5. 加速推動兩岸合作，共同開發國際市場。(衛生署-TFDA/經濟部)

7



醫療管理系統化 –以整案輸出概念發
展可外銷之「健康加值服務業」

引導醫療管理
之市場需求與研發

• 研擬健康加值應用模式
• 整合醫資管、ICT、醫材
• 建構健康產業跨領域平台

醫療管理推動措施–
推動範圍

企業/居家/社區民眾使用

•環境面:服務流程與規範、商業模式、
保險制度等

•技術面:醫療資訊標準、生理資訊傳輸
標準、簡易使用介面等

•法規面: 病人隱私、資訊安全等

建構醫療照護與管理
服務與營運模式

健康照護白金方案 聚焦產業帶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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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管理

服務產業

電子病歷

遠距照護

其他待開

發

「產品」

健康資料

加值

讓世界走進台灣
(健康產業國際化)

讓台灣邁向世界
(醫療管理服務輸出)

跨域合作

整案輸出

台灣品牌

醫療管理推動措施–
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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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管理服務
目 標

 扶植醫療管理服務產業
 發展藥品醫材醫管醫資跨領域產業
 提升我健康產業國際競爭力

分項計畫

 醫療管理服務輸出，
帶動相關產業共造
產值

 台灣品牌行銷國際

 建構醫療服務國際
化的經營模式

 提昇醫療服務
品質

 減少醫療資源
浪費

 扶植產業海外
行銷

 提高民眾照護品
質與效率

 發展遠距健康照
護產業

加速推動
電子病歷

 強化健康資料
加值應用功能

 提供民眾個人
健康資料雲端
服務

健康資料加值應用
雲端化服務

健康產業國際化 遠距健康照護服務



政策依據
 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101.10.17行政院科技會報)

• 加速藥品、醫材、醫管服務的產業化推動，促進產業升級與國際化

計畫目標
 生技博士到法人/學研機構「再加值」一年，能為業界聘雇或創業，縮短學用落差

 預計3年、投入3億元、培訓300位符合業界需求之生技高階人才，導引進入業界

預期效益
 帶動業界晉用博士人才，提升產業研發能量，增加國際市場競爭力

 解決生技產業高階人才供需失衡問題，改善生技博士畢業即失業現象

 從學研界疏導高階生技人才到產業界，創造博士就業機會

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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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永
續
發
展

幸
福
安
樂
生
活



總 結

• 近年推動生技研發已初具成效，吸引國際注意力

• 方案將延續鑽石行動方案之成果，以商品開發生
命週期管理導向並建置創新服務思維，針對藥品
、醫療器材、醫療管理服務三領域，持續強化已
建構之體系與技術基盤，促成藥品、醫材產品成
功案例與創新醫管服務產業。

• 強化生技產業人才培訓，橋接學用落差，提升整
體產業國際競爭力。

• 運用我國高品質之醫療管理經驗，推動具知識型
經濟特質的醫療管理服務加值輸出，整合藥品、
醫材營造生技產業群聚，擴大產值，期使生技產
業成為具兆元產值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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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 21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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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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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