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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製造業（2015 年） 

根據財政部所頒定之「中華民

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第九次修訂

版本，凡從事人或動物用藥品及醫

用化學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於藥品

製造業，其可再細分為原料藥製造、 

西藥製造業、生物藥品製造業、中

藥製造業及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等

細業，其中，西藥製造業涵蓋口服

用藥製造、外用藥製造、針劑製造、

動物用藥製造及醫護材料等範疇。 

圖 1  

藥品製造業分類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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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製造業所生產之產品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屬於重要民生必需產

業，亦為高附加價值產業。目前，由於全球高齡化人口結構的形成，使得人們

逐漸重視健康保健，因此藥品安全性及有效性普遍受到各國政府重視。此產業

除了連結藥理、病理、生理、化工、生物技術等具有高度專業領域人才之外，

投入的資金與時間成本也是相較於其他產業來的高出許多，是屬於一個高風

險、高獲利的產業別。不過，近年來老齡化社會來臨，國人掀起養生風潮，以

及對美容醫療的廣泛需求，再加上政府為厚植國家競爭力將其選定為六大關鍵

新興產業之一，皆帶給藥品製造業不同的發展契機，前景備受期待。 

 

圖 2  

99年~103年我國藥

品製造業之營利事業

家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資料中心，本研究整理 

根據財政部資料顯示，我國藥品製造業近五年的家數

僅有在 100 年時略微下降至 368 家，其餘年均在 370 家以

上，其中以 101 年的家數為最高，達 374 家，而後幾年又

小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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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收方面，98 年因 H1N1 新型流感疫情流行，再加上現

代人健康意識觀念越來越強烈，開始讓民眾有預期及預防的心理

作用，會使用藥品來達到自我照護之目的，因此藥品製造業總體

營收在當時大幅回升，而後的五年（99~103 年）亦呈現穩定增

加趨勢，其中在 102 年又較 101 年成長了約 8 個百分點，營收突

破 900 億元，而直至 103 年上升幅度有趨緩現象，約在 2%左右，

總營收為 969.5 億元。 

 圖３  

99年~103年我國藥

品製造業之總體營收 

資料來源：財政部資料中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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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上市時間 主要產品 

中國化學製藥 1962 一般用藥、醫療用藥、動物用藥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 1988 醫藥化學品 

永信藥品工業 1993 人用錠劑類、人用膠囊類、注射類 

生達化學製藥 1995 人用及動物藥品、試劑及健康食品 

杏輝醫藥 2002 西藥、抗生素、化妝品 

旭富製藥科技 2004 原料藥、中間體 

懷特生技新藥 2008 中草藥、原料藥及化學藥品 

中化合成生技 2010 原料藥 

台灣神隆 2011 原料藥、針劑製劑 

台耀化學 2011 原料藥 

國光生物科技 2012 
血清、疫苗、檢驗試劑、生物製劑及其菌

液、原料藥、動物用藥品等 

科妍生物科技 2013 玻尿酸、保養品研發 

藥品製造是漫長又複雜、高投資且高風險的過程，將新藥研

發成果轉成產品上市的時間又更為艱辛冗長。目前臺灣製藥廠共

有 12 家屬上市公司，其中有 5 家業者是在近五年期間核准上市

（見表 1）。顯示我國藥品製造產業之發展，可能隨著 2009 年行

政院推動「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政策激勵，以及國人保

健意識提升等因素，有所成長，而有更好的獲利能力。 

 表 1  

臺灣製藥業上市

公司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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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齡人口持續增加，且人們生活品質提升，對醫療保健需求越來

越高，帶動全球醫療藥品相關產業的成長。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可發現，國

內藥品製造業近五年的家數沒有太大變化，而營收則呈現穩定成長。除了

人口高齡化為全球趨勢之外，衛生福利部公布 102 年國人死因統計，慢性

疾病在十大死因中即占七項，每 100 人就有 64 人死於糖尿病、高血壓等慢

性疾病，且未來還會持續明顯上升。慢性疾病的盛行率，將引導藥品製造

業在研發上的方向，也將提高相關產品的銷售。因此，從市場供給沒有顯

著改變而需求明顯增加之情況下，預估藥品製造產業的整體消費量與營收

仍會逐步上升。 

 

而為讓臺灣製藥品質與國際接軌，衛生署於 10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全

面實施國際 GMP 標準（即 PIC/S GMP），以達成藥品生命週期的全面管理，

讓民眾用藥更安心、更放心。截至 104 年 1 月底止，通過 PIC/S GMP 評鑑

之藥廠共 134 家（含西藥製劑廠 99 家及醫用氣體廠 35 家），尚未通過的藥

廠，需在食藥署嚴格監督管控下，持續進行軟硬體的改善，確認改善完成

後，始得恢復生產作業。屆時無法符合 PIC/S GMP 標準的藥廠，可能只有

面臨倒閉關門一途，或是轉而尋找符合 PIC/S GMP 標準的藥廠進行委託製

造。因此，往後幾年製藥界可能出現中小型藥廠的整併風潮，或是帶動藥

廠分工、重組與聯盟等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