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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界之研究成果與產學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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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家競爭力

加速經濟發展 促進社會和諧

人盡其才 物盡其用

協助科技資源有效分配 ˙塑造良好科技研發環境

願景

定位

支柱

基礎

科技部整體施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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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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aiwan Total Ranking # 25

1. Productivity                             # 23

2. IP                                               # 29

3. Intensity                                   # 31

4. Enterprise Support                 #  8

5. Education/Workforce            # 33

6. Foundation                              # 12

7. Policy & Stability                     # 24



Taiwan’s Ranking:
2012 # 21
2013 # 26
2014 # 17
2015 # 25

Average #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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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8



#12

Taiwan #12



Taiwan #33



Natur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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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2014 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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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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計畫成果亮點



STB計畫
培育醫療器材跨領域創新與創業人才 (Physician inventors or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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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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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資料來源：科技部



STB計畫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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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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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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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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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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行政院 2014 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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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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成效

• 申請與錄取情況

– 第一期申請373人，錄取110人參加培訓，錄取率 30%。

– 第二期申請360人，錄取108人參加培訓，錄取率 31%。

– 第三期申請303人，錄取 97人參加培訓，錄取率 32%。

• 學員流向

– 第一期96人成功就業/創業（91人就業，5人創業）。

– 第二期85人成功就業/創業（84人就業，1人創業）。



博士班畢業：
施景中博士 (Jan. 2007) 曾廣文博士 (Dec. 2006) 葉龍坤博士 (July 2010) 
陳旭照博士 (Feb. 2013) 侯珮珊博士 (July 2013) 劉紀秀博士 (July 2013) 
陳宇立博士 (July 2013) 王南凱博士 (July 2013) 



Example for a PhD student training



教學生做學問? 做事? 做人?

• 學術界: 做學問＞做事＞做人？

• 自行創業: 做事＞做學問＞做人？

• 服務業: 做人＞做事＞做學問？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名校學位 ＞ 核心能力 ?

博士畢業生

學會“做人”最重要！



物盡其用:



敏捷數位化

 系統:協助中小企業實體製
造數位化，並建立CPS系
統

 平台:智慧生產平台、整線
生產平台(跨產業鏈)研發

 整廠整線設計:取得整線生
產系統、智慧工廠等，具
高值化輸出技術，在先進
製造等領域產生規模效應。

服務人性化

 人機協同:設計與製造一體
化、遠端控管與排程

 服務導向:個人化服務設計、
一指下單生產模式

 創新應用:達成產業結構轉
型，提升中小企業數位製
造等創新技術

高質(值)精微化

 價值性(密度):精微製造、
精密量測、監控和遠程診
斷服務、中央監控系統

 不可模仿性(深度):智慧控
制器與關鍵元件技術研發

 技術延伸性(廣度):應用IOT、
Big Data和雲端等技術，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解決台灣經濟和生活課題
 解決老年化和少子化，致工作人力及生產力下降
 製造業外流(技術與人才)、附加價率下滑
 中小製造廠商實體數位化能力不足，將受衝擊

政策依據：2015年「生產力4.0科技發展會議」

重大發展課題研析

26



106 110109 113 時程

醫療器材

智慧型自動化產業推動
航太產業發展推動
精密工業發展推動

個人化醫療

精密醫療

103

數位產業
Customer Driven 
Manufacturing

產業數位化

積層製造
整合系統

生產力4.0
物聯網、巨量資訊

關鍵零組件
新材料

整合型
積層製造機台

積層製造 (106-109、110-113年)

產業數位化

數位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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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

技術發展議題

Exploratory Development α test β test
Pre-

production
production

基礎
研究

應用
研究

技術發展 產品/系統(或服務)開發 量產

TRL1 TRL2 TRL3 TRL4 TRL5 TRL6 TRL7 TRL8 TRL9

設備
製程

DED 複合式DED 直接結構件DED 修補用DED

PBF 複合式PBF 高效能PBF 大型化PBF 自動化PBF

ME/SL 複合式ME/SL 大面積FDM 個人化FDM

BJ/VP 複合式BJ/VP 大面積BJ/VP
自動化
BJ/VP

新穎積層製造製程
光輔助電化學/
化學還原積層

Spray Melting

材料

金屬材料 功能性金屬複材 高性能金屬合金
工業級金屬粉末

(如不銹鋼、模具鋼與麻時效鋼等)

陶瓷材料 功能性陶瓷複材 生醫/工程陶瓷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複材 PBF/ME/VP塑膠材料

生醫材料 生物組織/可降解材料 仿生複合材料 生醫級金屬材料

應用
工業應用 多工高效零組件/輕量化零組件 異形水路模具/Nozzle

生醫應用 生物工程 複合植體/三維結構植體 牙齒矯正、假牙/手術器械/醫義具、輔具

法人預計投入項目 學界預計投入項目 業界有機會投入項目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法人及學界預計投入項目

積層製造技術發展具體行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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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 科技部工作規劃

開發3D生物
組織列印之
醫療材料

結合3D生物
組織列印與幹
細胞之最新技
術

建立有效的
3D生物組織
列印動物試
驗模型

臨床應用

3D生物列印之醫
藥法規、管理與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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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跨領域及再生醫學應用

• 奈米生醫材料: 細胞分化及細胞毒性測試

• 生物反應器與組織工程
1.生物反應器(Bioreactor):幹細胞之標準化量產
2.組織工程: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

• 幹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應用
1.神經退化疾病與神經損傷 (Neural stem cells)

2.軟骨修復與再生 (Chondroblasts and 3D reconstruction)

3.血液腫瘤之細胞療法 (Hemopoietic stem cells)

4.心肌梗塞之細胞療法 (Cardiomyoblasts)

5.糖尿病之細胞療法 (Pancreatic islet cells)





Toward Precision Medicine: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 2011



保健

醫療保健

照護

健康雲

健康雲的內涵

• 塑造全方位的健康優質生活
– 平時：全時保健

– 病時：個人化醫療

– 年長：長期照護

• 塑造 ICT 智慧應用的國際標竿
– 保健雲 =>優質健康 (Better Health)

– 照護雲 =>照護提升 (Better Care)

– 醫療雲 =>短期：資源最有效運用 (Lower Cost)
長期：個人化醫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

– 健康雲 =>政府福利、產業發展並重的永續經營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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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料庫運用： 鳳梨 vs. 鳳梨酥

?



McKinsey,  
Jan. 2013







The value of big data in health care = $300-450 billion





6 Keys to the Future of 

Big Data in Healthcare Marketing

Big data is forecast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by the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April 19, 2012) 

1. Figure Out How to Organize and Use Big Data

2. Develop Technology That Taps Into Big Data

3. Use Big Data for Better Decision Support

4. Turn To Big Data to Eas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5. Use Big Data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Decrease Costs

6. Develop More Mobile Apps and Social Media That Capitalize on 

Big Data

http://www.mdgadvertising.com/blog/?p=26742
http://www.mdgadvertising.com/blog/?p=2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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