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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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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磐建構已略具成效，但部分跨部會協調尚有改善空間。

• 考量藥品與醫材產業發展屬性不同，為適應產業發展需求，調整方
案依不同屬性將推動措施分別細緻化。

• 台灣醫療管理品質效率極高，具知識型經濟特質，增列為方案推動
項目，試探加值輸出潛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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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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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行動方案 (98年~101年)－強化基磐建構
生技產業起飛 (102年~104年)－創造成功案例

產業領域：藥品、醫療器材、醫療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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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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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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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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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a Integr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SI2C)

建立並串接研發鏈各階段之能量

SI2C 以 Branding Taiwan 為目標，針對藥品、醫材執行四大主軸工作：
1. 評估、建構及串連產業價值鏈研發能力、平台及核心設施，讓有潛力的新藥與醫

材能順利往價值鏈後端推動，增加其成功的機會，使台灣在特選的疾病及產品種
類居亞太領先及領導的地位；

2. 建立完整的選題機制，主動積極發掘與篩選國內外具商業化潛力及研發可行之案
源，進行輔導與協助；

3. 成立種子基金，支持前期研發計畫，以與國內創投後期研發的投資接軌；

4. 構思成立新的園區模式，使生醫園區成為研發的One-stop shop，協助新興業者與

學術界研發團隊在需要時能適時運用其所建構的平台與核心設施，並連結政府相
關單位窗口及新興公司資金協助及整合服務。

資料來源:國科會

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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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分工

•人工植入物
•手術器械
•微創醫材
•精微成形技術
•生物性表面處理技術

金屬中心
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心

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醫療電子與影像
•體外/分子診斷
•骨科及組合裝置
•複合式醫材

塑膠中心
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心

•醫療級高分子材料與加工
呼吸插管器材/縫線
護理照護器材與材料

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經濟部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nfUTdLJDcA2Ipt1gt.;_ylu=X3oDMTBqaTFoaGxvBHBvcwMxNwRzZWMDc3IEdnRpZAM-/SIG=1f8ps3jkg/EXP=1262003039/**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IV+Catheters&ei=UTF-8&fr=yfp&w=115&h=102&imgurl=www.bd.com/infusion/images/iag.jpg&rurl=http://www.bd.com/infusion/products/iag.asp&size=4k&name=iag+jpg&p=IV+Catheters&oid=69a7d52ab46031d0&fr2=&no=17&tt=262&sigr=11be3ea90&sigi=112863tdj&sigb=12d6mub56&type=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nfUTdLJDcA2Ipt1gt.;_ylu=X3oDMTBqaTFoaGxvBHBvcwMxNwRzZWMDc3IEdnRpZAM-/SIG=1f8ps3jkg/EXP=1262003039/**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IV+Catheters&ei=UTF-8&fr=yfp&w=115&h=102&imgurl=www.bd.com/infusion/images/iag.jpg&rurl=http://www.bd.com/infusion/products/iag.asp&size=4k&name=iag+jpg&p=IV+Catheters&oid=69a7d52ab46031d0&fr2=&no=17&tt=262&sigr=11be3ea90&sigi=112863tdj&sigb=12d6mub56&type=JPG


生技聚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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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中研院統籌)

•新藥研發為主
園區包括：生醫轉譯研究中
心、核心主題研究中心、生
物資訊中心、育成中心、國
家實驗動物中心、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食品藥物管理局
(預計105年10月15日前竣工)

•醫療器材為主
(醫療器材＋ICT)

•醫療器材為主
(骨科、牙科材料)



生技創投基金
目標：

1. 提供新藥研發所需龐大資金，長期投資；

2. 依據不同醫療器材類別，提供適切研發資金

具體作法
1. 以民間資金為主，鼓勵5-10億中、小型生技創投，不足部分

再由國發基金配合款協助
– 以單案直接投資方式進行

– 通過SIIC篩選之案件，提供快速審查(Fast Track)

– 待建立數個成功案例後(完成創投投資)，再洽詢適合人選推動BVC

2. 生技創投(Biotech Venture Capital, BVC)

-國發基金配合款 (40%以下，不超過新台幣20億元)

15

生技創投基金(BVC),
吸引民間資金投入

(國發基金)



Natur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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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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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推動時程表

隔
年

6/30
博
士
級
生
技
訓
儲
菁
英
培
訓
結
束

• 第一期「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自102年3月18日至103年6月30

日止，行政院科發基金支應1.14億元經費。

…



第一期計畫核定培訓單位名單

培訓單位 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甄選員額

工業技術研究院 12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10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8

國家實驗研究院 10

藥品查驗中心 10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8

國立成功大學 8

中央研究院 5

國立台灣大學 7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7

國家衛生研究院 6

臺北醫學大學 5

國立清華大學 4

合計 100
19

第一期培訓單位申請案件總共15家(政府研究機關1家，法人8家，
大學6家) 。經評選會議核定13家法人及學研機構擔任培訓單位。



第一期計畫合作廠商/醫學中心名單

類別 家數 合作廠商/醫學中心

醫療器材 39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升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双美生物科技、天群醫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北熊
企業有限公司、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騰協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弘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群科技有限公司、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京華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佳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昆霖科技有限公司、明欣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東方先進技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柏登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康力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康而富國際行銷有限公司、康定股份有限公
司、康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紹善股份有限公司、普生股份有限公司、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雃博
股份有限公司、圓祥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滙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龍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濟翔醫材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骨科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崴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 31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利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集團/合一生
技、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欣生技科技研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台灣旭
芝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達製藥、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東生技、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泰宗生物科技、健永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唯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萊特先進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瑞寶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漢霖生技開發有限公司、慕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潤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鴻林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醫睿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毅佳電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合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醫學中心 2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智財服務 2 何美瑩專利師事務所、法瑪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其他 1 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SI2C)

合計 75家
20

• 第一期13家培訓單位分別與75家醫療器材、藥品、智財服務等合作廠商
或醫學中心合作，共同面試及規劃生技產業相關職能的在職訓練。



第一期計畫錄取學員背景分析

申請者類別
申請
362名

錄取
100名

性別
男性 64% 67%

女性 36% 33%

畢業
學校

海外大學 11% 10%

國內大學 89% 90%

就業
情形

在職轉業 54% 46%

應屆畢業 24% 26%

待業中 22% 28% 21

學門類別
申請
362名

錄取
100名

生命科學學門 38% 37%

工程學門 24% 25%

醫藥衛生學門 23% 28%

農業科學學門 5% 1%

自然科學學門 4% 5%

商業及管理學門 2% 2%

獸醫學門 1% 1%

數學及統計學門 0.3% 0

電算機學門 0.3% 0

教育學門 0.3% 0

設計學門 0.3% 0

• 第一期計畫吸引362位海內外畢業博士人才報名參加甄選，錄取率約28%

• 錄取學員資料統計分析：

- 國內大專校院畢業比例約90%，海外留學博士佔10%

- 理工醫農資訊等科技領域佔98%、商管領域佔2% (主要智財管理領域)

- 應屆畢業生佔26%，原在職轉業者佔46%，原待業中者佔28%



聯合甄選說明會暨媒合會/開訓典禮
• 5月25日及6月7日分別於台北、台南各舉辦一場聯合甄選說明會

暨媒合會，現場提供13家培訓單位與博士級人才互動媒合機會，
合計371人次出席。

• 5月21日~6月4日分別於台大、陽明、清華、高醫、中興等5所大
學進行校園說明會，共計208位博士級人才參加。

• 7月12日舉辦「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開訓典禮」，張善政政委、
孫以瀚副主任委員開幕致詞；訓儲菁英、培訓單位、合作廠商
等共計146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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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訓練課程
• 邀請國內外生技產業之專家講授實務課程，包括：產業概論、

藥品產業經營管理、醫材產業經營管理及專家對談等四主題

• 舉辦時間：102年8月10、17、24、31日（每週六），共24小時

• 舉辦地點：臺灣大學應用力學館1樓國際會議廳

• 課程開放給訓儲菁英、培訓單位、合作廠商、未率取學員、
等參與，四天共計863人次出席，課程規劃及行政滿意度達
4.22分，講師滿意度達4.38分(滿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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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預期成效

• 第一期計畫於102年7月1日起培訓100名博士級生
技訓儲菁英，預計明(103)年6月30日完成培訓，
並追蹤學員就業情況。

• 本計畫希冀透過相關加值職能的在職訓練(on-the-
job training)，使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累積產業實
務工作經驗，並協助至少2/3結訓之博士級生技訓
儲菁英順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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