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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近三年每股稅後純益（EPS）連年虧損的生技醫療個股，共計 14 檔，其中，

以新藥研發相關產業占比最多，包括懷特、基亞、中裕、F*太景以及近期話題股

浩鼎等。 

EPS 連三年虧損的生技醫療股，包括：易威、基亞、懷特、中天、國光生、中裕、

台微體、F*太景、創源、醣聯、瑞基、浩鼎、安成藥、環瑞醫。 

懷特近三年 EPS 分別為-1.12、-1.97 與-1.24 元，1998 年首檔新藥 PHN012「血寶」

開始首期人體臨床試驗，一直到 2010 年才獲食藥署（TFDA）審核通過，不過，

花了長時間努力，「血寶」卻未對公司獲利產生明顯貢獻；日前懷特第二檔新藥

PHN131「痛寶」解盲過關，法人也提醒初期恐無法顯著挹注營收，需觀察是否

有實質獲利。 

中裕近三年 EPS 分別為-1.3、-1.32 與-2.16 元，雖然該公司愛滋病新藥 TMB-355

銷售授權金合計最高達 2.2 億美元，利益龐大，但預計最快要到第 3 季完成臨床

試驗，若數據良好，將在第 4 季送件申請美國藥證，明年首季才可望取得藥證。 

而近期話題股浩鼎解盲失敗後，法人分析，就算持續三期臨床試驗，不只結果讓

人存疑，且要取得藥證也必定是一段時間之後，這段期間的獲利將是問題。 

若參考 2014 年基亞肝癌新藥解盲失敗後續時程，新藥 PI-88 蒐集整理臨床資料

就耗時超過半年，待解盲成功，取得藥證仍是未定之期。 

一檔新藥固然潛在獲利驚人，但其中變數多且時程漫長，就算研發成功，是否能

創造實質獲利也有待觀察，一旦結果不如預期，很容易陷入連年虧損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