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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部整體施政架構



二、施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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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策略

強調研究成果對刺激國際學術尖端研究、國家社會與經濟正面影
響的「入世」層面

發掘有潛力進一步實用化的個案，繼續將成果往中、下游延伸

強化產學鏈結，鼓勵需求導向之創新研發

建構跨部會溝通平台，研商解決「學用落差」、「(人力)晚進早
出(職場)」、「文化創作與普及之應用」等問題



四、推動情形

(一)成立學術研究諮議會

(二)成立產學推動諮議會

(三)推動示範型大學引領研究產業化

(四)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

(五)強化產學合作交流及培育產業人才

(六)運用創投協助學研成果產業化

(七)整備產學合作發展環境

(八)推動重大科技設施或資源的共享

(九)深化科技在文化創作與普及之應用

(十)開發及經營管理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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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術研究
卓越與創新

• 向下紮根：培育優秀年輕

學者、跨領域整合研究

• 厚實中堅：推動卓越領航、

尖端研究

• 向上提升：推動學術攻頂

(一)成立學術研究諮議會

— 檢討改善目前學術補助機制，摒除強調論文發表的
統計迷思

— 強調研究成果對刺激國際學術尖端研究、國家社會
與經濟正面影響的「入世」層面。



產學推動
諮議會

學
界

創
投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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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強化產學鏈結、
鼓勵需求導向創
新研發

• 挖掘具實用潛力研究成果

向中下游延伸之機制

• 促進新創事業形成

• 產業人才培育

• 精進產學銜接機制

(二)成立產學推動諮議會

— 檢視學界的研究成果，發掘有潛力進一步實用化的個案，
將成果往中、下游延伸

— 讓學界更瞭解產業面的實務需求，進而從事需求導向的
創新研究

— 鼓勵國內學界在貢獻國際學術尖端研究之時，同時成為
國家經濟發展更重要的一環



(三)推動示範型大學引領研究產業化

— 整合推動產學合作績優之示範型大學能量，帶動其他大學院校

之發展

— 研議成立大學產業化專利策略及推動中心，強化專利加值與建

立商業模式

— 篩選重點產業合作領域，推動「跟隨式」智財布局，以商業應

用導引前端學術研究

次產業專利策略中心

示範型大學
研發團隊(s)

大學產業化專利策
略及推動中心

次產業專利策略中心

次產業專利策略中心

產業 A

產業 B

產業 C

專利
NPE

專利
NPE

專利
NPE

研
究
創
業
中
心

策略夥伴

跟隨式布局和
產業推動管理

新產業

商業模式

其他大學院校研發團隊….



(四)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

促進學研與法人機構合作，系統性發掘有實用潛力的

研究成果往中、下游延伸

— 法人協助大學建立產業化專利布局策略

 法人機構協助產學選出前瞻研發項目，引導產學研發方向暨產生優

質專利

— 大學結合法人機構加值專利

 研議將大學的「專利申請權」給法人機構購買與行銷之機制

 大學與法人機構合作，進行大學專利行銷推廣

— 共同合作推動學術成果產業化

 產學合作成果鏈結法人機構，推動商品化及新創事業



(五)強化產學合作交流及培育產業人才

鼓勵學界執行企業需求導向的創新研發

 建立平台彙集產業需求、舉辦產學媒合活動

 運用校友以鏈結學界與業界

 鼓勵企業優秀員工帶題目返校進修進階學位

企業與學界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鼓勵企業共同指導研究論文或參與論文口試

 鼓勵企業優先錄用以企業需求為論文題目的研究生

 鼓勵企業頒發獎學金提供研究生工作實習

鼓勵學校與企業組成聯盟



(六)運用創投協助學研成果產業化

建立創投與學界研發成果接軌機制
 檢討創投發展租稅環境與促進創投產業發展(經濟部)

 研議行政院科發基金進行投資科技新創公司之可行性與做法

 規劃推動「矽谷育成橋接平台」

— 推動「重返矽谷-創業家海外培訓計畫」，結合矽谷台灣天使團(SVT)與當地育

成加速器之能量，選拔國內優秀學研創業團隊赴矽谷培訓

 與國發會合作研議成立「台美矽谷創投基金」

— 投資學術成果衍生的創業團隊，鏈結矽谷創業資源與台灣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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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備產學合作發展環境

調整相關法令或措施提高產學合作誘因

 放寬教授兼職新創事業之限制(教育部)

 推動學位及課程分流、培育碩士級專業實務人才(教育部)

 推動產業學院及產業公會交流(教育部)

 提高產學合作誘因並增加執行上的彈性，如前瞻技術產

學合作計畫等(經濟部)

形塑研發成果商業化之有利環境

 鼓勵學校收受新創事業股票代替現金權利金(教育部、科

技部)

 檢討補助計畫經費擴大產研機構參與(科技部)



(八)推動重大科技設施或資源的共享

—盤點國家實驗研究院設施與運用績效，並釐清

使用資源之潛在部會

—建立跨研究機構運用之正式機制：共同籌建或

經費分攤、設施資源運用分配、績效追蹤



(九)深化科技在文化創作與普及之應用

鼓勵運用科技手段與工具進行優質的文化與藝術創作

 與文化部成立跨部會合作機制

 構思文化藝術相關合作課題

鼓勵擁有文化藝術素材的相關部會運用數位科技、網

路與行動通訊等科技媒介，典藏、普及台灣多年來孕

育的多元化文化

 推動數位科技應用方案



(十)開發及經營管理科學工業園區

產業聚落

建構創新創業
生態體系

培育新創事業

協助新創事業
發展

強化現有產業
聚落

提升產業聚落
完整性

提供優質投資
環境

永續綠色園區

建構友善及資
源循環的環境

打造友善
工作環境

提升資源
永續利用

建立融入生活
圈的生態系統

降低環境
負荷

建置生態
社區系統

文化藝術

公共藝術
全區化

文化藝術
生活化

文化遺址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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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將以多年來支持學研界之研究成果與產學

合作經驗為基礎，進一步鼓勵尖端研究、貼近產

業需求、縮短產學落差及深化人文社會研究。

 國家科技發展係跨部會業務，產學鏈結更需要科

技部、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及衛福部等相關

部會，共同從科技及產業上中下游，加強跨部會

合作。未來科技部將加強與各部會橫向溝通與協

調，發揮團隊精神，共同落實 總統「創新強國」

的理念，提升臺灣科技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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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 in East Asia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Competitive, Strong R&D Activities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in Computer Sci., Electric Engineering, 

Biotech, Clinical Medicine, etc.

 Integrated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Hospital, 

Transpa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xcellent Health Care System,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98%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Clinical Trials in East Asia
R&D for Pfizer, GSK, BI, MSD, Novartis, Eli Lilly, Roche, AZ, Bayer, etc.

 Government’s Investment and Support

Strength of Taiwan in Biote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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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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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

企業支持

基盤建設

投入面
持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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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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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生醫產業10年進程
二、Scientific American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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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研發成效

 101年5月15日成功大學研發技轉歐洲第二大藥廠諾和諾德(Novo 
Nordisk)骨質疏鬆新藥，技轉金達新台幣四億元。

 101年11月26日臺大醫院與百瑞精鼎 (Parexel) 共同簽署策略結盟合
約，引進多項早期新藥臨床試驗及各項大型臨床試驗來臺灣進行。

 102年5月7日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NRPB）與葛蘭素史克
（GSK）藥廠簽訂臨床合作意向書，促進本土生醫產業升級與國際
醫療接軌，鞏固台灣亞太臨床研發中心的領導地位。

 102年6月3日台大醫院研究團隊與嬌生 (Johnson ＆ Johnson)藥廠簽
署B肝新藥開發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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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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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絡科研成果及人才之運用

修正科學技術基本法
(100.12.14)

智財
(第6條)

明定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之研發成果不受國有財產法
之限制

增定利益迴避及相關資訊揭露

人才
(第17條)

增定公立大專校院、公立研究機關(構)
研究人員，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不
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務員服務法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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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創新

創業人才培育

計畫

教育部
生醫轉譯加值計畫

(SPARK)

醫材產品設計(STB)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科技部

生技高階人才

培訓與就業

計畫

科技會報辦公室
專業審查人才
培訓計畫

衛福部
製藥產業

人才培訓

工業局

技術研發階段 雛型轉譯階段 臨床測試階段 產銷上市階段

醫療需
求評估

基礎研究
可行性
發展

設計雛形
前臨床
試驗

臨床試驗
試量產
上市申請

準備量產
準備上市

新藥探索 臨床前試驗 臨床試驗 商品化

新物質
新標的

生物技術
化學合成
天然物

藥效
評估

劑型設計
毒性試驗

試驗用
新藥(IND)

Phase    
I、II、III

新藥登記
(NDA)

藥品
上市

Phase 
IV

 從醫材或醫藥研發鏈的上游到下游的產業端，我國現行已有各相關部會的人才培育或培訓計畫。

 教育部:鼓勵各大學校院開設跨領域生技課程，培育以實際應用、符合市場需求與生技創新及創業為核心之
生技關鍵技術跨領域創新創業人才。屬建立我國大專院校學生具備生技產業跨領域的mindset。(人才扎根)

 科技部:透過實際案例(SPARK)或選送人員至國外訓練(STB)或給予創業的第一桶金(創新創業計畫)，導引我國
生技人才朝產業應用或創新創業邁進的人才培訓。(實務培訓)

 科技會報辦公室:提供藥品、醫療器材、醫療管理等在職實戰訓練(on-the-job training)，協助博士級人才赴
產業界就業，進而促進生技產業發展。(銜接業界)

 衛福部:培育藥物專業審查人才，以強化我國核心之審查能量。(審查員精進)

 工業局: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專家，辦理人才培訓課程，以培植我國製藥產業專業技術人才，進而提昇我國
製藥界人才的水準。(人才精進)

各部會推動生技人才培育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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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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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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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機制
 透過國內重要的法人及學研機構擔任培訓單位，規劃一年期的藥品、醫療器材、醫

療管理等在職實務訓練(On-the-job-training)，並提供6個月以上的產業實習機會
，以累積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的實務經驗和核心技能，橋接到產業就業或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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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02年(第一期)生技高階人才培訓成果

本計畫已納入行政院「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推動
102年(第一期)培訓成果

 第一期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原訂培訓100位學員，實際參與培訓110位，其中93位就
(創)業成功轉進生技產業，成功媒合率達93%

註1：未成功就業者主要原因為期望回到學術單位，從事博士後研究、
出國進修等居多，其他則為工作地點考量、個人健康等因素

註2：留任原培訓單位者以藥品查驗中心6位最多，其次為國家實驗研
究院、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各1-2位

創業

4人

至原實習廠

商就業

60人

至非實習

廠商就業

19人

留任原培訓

單位

10人(註2)

博士後

研究員

4人

未就業

13人(註1)

部門別 人數 領域別 人數

產業界 79

藥品 31

醫療器材 30

醫療服務 7

智財服務 1

其他生技相關 7

非生技相關 3

學研界 13

藥品 5

醫療器材 5

其他生技相關 3

政府 1 藥品 1

30



102年(第一期)成功導引人才進入產業界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生技醫藥
廠商

(59家)

GSK

國光
生技

藥華
醫藥

聯亞
生技 晟醫

中天
集團

樂斯
科

友華
生技

泰宗
生技上銀

科技
信東
生技

普生

彥臣
生技

瑞寶
基因

順天
堂 生達雃博

79位博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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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教練
及專責管理團隊

新藥/醫療器材

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Si2C)及專家顧問團

Real time 
monitoring  

培訓團隊

培訓大學(anchor university)
• Matching Fund (50%)，台大和成大
• 技術開發教練及管理團隊進行專責輔導
• 校內外軟硬體資源整合
• 協助輔導校外培訓團隊

培訓團隊
• 學研成果轉譯加值(進行proof-of-value 

or proof of concept為主)
• 技術開發教練及管理團隊進行專責輔導
• 校內外軟硬體資源整合

SPARK計畫介紹
由Si2C規劃推動之SPARK-Taiwan計畫，係以美國生技產業發展聚落的搖籃-史丹福

大學為合作對象，接軌史丹福大學SPARK課程、培訓模式及顧問專家，進行我國
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的人才培訓，給以產品開發鏈上轉譯、醫療法規、智財與談判
、行銷與商業規劃等重要訓練課程，並透過受訓學員團隊提出的創新前瞻轉譯加值
計畫(以進行proof-of-value or proof of concept為主)，以實際案例進行跨領域人才
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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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B計畫介紹
 計畫目標:與美國史丹福大學合作，連結矽谷社群資源，培育台灣具創新性高階醫材

產品設計及產業化實務能力的「跨領域種子人才」，建立國內生醫與工程的創新與
創業平台。

 推動架構:

分項計畫1-醫療器材跨領域人才培訓

 1.1史丹福培訓(遴選學員至史丹佛，接受為期一年的高階醫療產品設計及商業化

運用的實務訓練)

 1.2國內跨領域醫工創新與創業人才培訓(國內機構進行人才培訓/98-101年)

 1.3創新醫材育成計畫(提供平台及輔導機制，協助實現由史丹福所帶回的創意設

計或原型概念之商品化)

分項計畫2-建立產業橋接及國際交流平台

 2.1STB eNET(建立資訊網站，協助產官學研各界了解國際創新醫療器材技術與產

品發展現況與趨勢)

 2.2STB交流媒合(提供平台媒合學員與產業或創投之創業資源連結)

STB計畫: 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 33
資料來源：科技部



STB計畫重要成果
STB計畫執行至今已成立8間醫材新創公司，累計實收資本達2.9億台幣，創造

超過70人之就業機會

序
號 公司 設立日期

實收資本額
(NTD) 員工數 產品技術

1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
限公司

99/3/17
147,023,000 

(僑外資)
19

治療睡眠呼吸中止症
之創新產品

2
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
司

101/8/30
78,000,000

(僑外資) 
27

糖尿病之行動醫療照
護解決方案

3 CompactCath 101年
<50,000,000

(外資)
10 可攜式導尿管

4 NeuroPrex 101年 n/a(外資) n/a
穿顱式深層電磁波治
療設備

5
時習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99/11/5
8,250,000

(台灣)
10

視覺腦部深層同步刺
激學習工具

6 Brain Navi 103/2/6
<9,600,000

(僑外資)
3 腦部導航手術系統

7 錩玄科技有限公司 103/5/27 900,000 2 機械腿

8 龍骨王有限公司 102/1/18 300,000 4 體感復健系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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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行更具深度的人才培育，延續各部會已積極推動

人才培育計畫，SPARK、STB、生技高階人才等成果，

並因應國際產業結構變動，突破以往的架構與做法

• 持續改善臺灣整體就業環境，針對延攬具生產、營運、

行銷等的海外高階人才，提供更具競爭力的薪資水準、

強化對海外歸國人才的子女教育安置，以延續已初步蓬

勃發展的國內生技產業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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