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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單位對生醫政策建議 

新國會今（19）日開議，新政府 5/20 上任，被視為新世代具爆點的生醫產業，

則面臨現行政策配套不全、法規過於保守、跨領域人才不足和商業化能力差等窘

境，亟待英仁政府大翻轉。 

根據環球生技月刊對產、學界調查盤點指出，台灣生技產業最大的問題是「政策

配套不全」和「無法真正反應產業實際需求」，其次是「法規過於保守」，「產業

缺乏整合」。 

生醫業者指出，雖然產業界都共同體認生技產業鏈需要整合、結盟，更應以「打

群架」因應中國和國際大藥廠的壓力，但在業界目前還欠缺成功的實際整併案例

下，產業的整合從真正落實到執行，可能還有很多障礙需要克服。 

另外，針對人才部分，「欠缺國際化」、「產學落差大」、「跨領域人才不足」則是

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問題。 

儘管中國生技產業的崛起帶來競爭威脅，但生醫業認為台灣技術並未落後，目前

最大的困境在於「商業化能力差」、「產品特色不足」以及「品牌能見度不佳」，

這反應台灣生技產業從商化到行銷等產品發展的市場能力上，還有極大的改善空

間。 

法人表示，準總統蔡英文已提出世代產業成長「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包括「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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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技」、「亞洲矽谷」、「智慧機械」、「國防科技產業」和「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

業中心」，並不斷強調要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也讓新政

府的生醫政策成為關鍵。 

另外，為期 9 年的「生物經濟發展方案」，預計國內生技產業總產值在 2020 年將

達到新台幣 3 兆元、目標是 10 年後（2025 年）要讓生技產值突破 4 兆元。將擴

大應用在健康、農業與工業，以催生新創產業，且將進行國際輸出下，產業界對

政府的政策建言備受關注。 

環球生技月刊指出，目前除了副總統陳建仁於選前已允諾，將進一步推動「新藥

條例」修訂，擴大高風險醫材定義外；藥廠相當關注的健保藥價核定的問題、學

研單位將研發成果技轉給企業時，牽涉的《科學技術基本法》、《國有財產法》的

相關規定，都可望解套。 

另外，包括專利法規、稅率制度、健保預算和人才晉用，業界也呼籲能朝向有利

方向修正。 

而衛福部正加速修訂《人體試驗管理辦法》，將放寬讓癌症患者未來在符合特定

之條件下，可自費接受細胞治療，亦都逐步和國際接軌。 

(工商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