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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全球邁入知識經濟時代，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生技產業堪稱為

知識經濟產業的代表，尤其生技產業的發展攸關人類健康福祉，隨著

人口老化的趨勢與亞太地區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更是大幅提升市場

需求的成長。因此，涵蓋新興生技、製藥與醫療器材的生技產業，自

然被視為是下一波的明星產業，許多國家均積極投入生技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我國近年亦將生技產業列為國家重點發展之兩兆雙星

產業之一，而積極規劃中作為振興經濟新主力的六大新興產業中有三

項（生物科技、醫療照護、精緻農業）即與生技產業相關。此外，行

政院於 98 年宣布啟動的「臺灣生技起飛鑽石行動方案」，即希望透過：

強化產業價值鏈中產業化研發能量、成立生技創投基金、推動整合型

育成機制，以及成立食品藥物管理局（TFDA）等 4 項重點，期能促成

資金、技術、人才及資源的整合，讓生技產業發揮最大綜效。 

臺北市同時居臺灣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中心，不僅有許多生

技研發相關的學研機構，更是全國最多生技廠商聚集的重要聚落，因

而具備生技產業成功發展之人才、資金、技術三大要素。而推動產業

發展的首要條件，即須先掌握臺北市的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分析產業

價值活動，同時探討攸關產業發展的環境建構要素，方能瞭解臺北市

生技產業發展的優劣勢，有助於產業發展策略的擬定、加速產業發展。 

為充份瞭解臺北市生技產業發展現況，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特

於本（99）年 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間，針對臺北市生技產業的新興

生技、製藥、及醫療器材等三大領域廠商進行產業調查。在此次調查

中，包含基本資料與營運概況調查，目的在掌握臺北市生技產業發展

現況，期能定位臺北市生技產業發展走向；同時並調查臺北市生技廠

商對於生技產業發展之意向，以及希望政府提供之政策工具或服務需

求。透過此次調查結果期能提供未來釐定相關產業發展政策之參據，

規劃適切的生技產業推動計畫，並為臺北市建構更適合生技產業發展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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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例 

一、本報告係根據 99 年度「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計畫」專案計畫整理

摘編而成。 

二、本報告資料標準日依資料性質定義如下： 

靜態資料：企業單位數、企業單位員工人數以 98 年 12 月 31 日為

準。 

動態資料：企業全年營業收入係 98 年全年資料。 

三、本調查資料之統計方式採電子計算機處理，百分比之計算方式至

小數點第二位四捨五入，故總計數與各細項和之尾數，容或未能

相符。 

四、本報告所用這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0：代表數值不及半單位。 

-：表示無數值。 

…：表示數值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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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結果提要分析 
根據 99 年度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分析，98 年底臺北市生技廠商家

數共計 290 家。從產業範疇分佈來看，以新興生技產業最多有 170 家

（占總生技廠商數的 58.6%），其次為製藥產業 68 家（占 23.5%），再

次為醫療器材產業 52 家（占 17.9%）。各次產業中以食品生技廠商最

多，占總生技廠商家數的 19.3%，其次為西藥製劑廠商占 16.6%，再次

為生技製藥服務業廠商占 13.1%，此三類廠商家數合計有 142 家，占臺

北市生技廠商家數的 49%。 
以行政區分佈來看，臺北市生技廠商在各行政區的家數分佈依序

為：內湖區最多，有 53 家（占總生技廠商的 18.3%），其次為中山區與

南港區各有 44 家（各占 15.2%），再次為松山區有 41 家（占 14.1%），

此 4 行政區廠商的家數合計占總生技廠商家數的 62.8%。 
臺北市生技廠商在各行政區已略具產業群聚現象，新興生技廠商

中有 35.3%集中在南港與內湖區，且多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與內湖科技

園區。製藥廠商中有 38.3%在松山與中山區，醫療器材廠商的集中度更

高，有 36.5%在內湖區，亦多位於內湖科技園區。 
臺北市生技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有 6 成以上的生技廠商實收資

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且其中大多為新興生技廠商。 
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生技員工數合計為 16,513 人，其中以製藥產業

的員工數最多，為 7,601 人，占臺北市總生技員工數的 46%，其次為新

興生技產業 5,875 人，占 35.6%。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營業收入中，來自於生技產業的營收為

1,069.3 億元，其中以製藥產業的營收最高為 631.8 億元，占臺北市生

技產業總營收的 59.1%；其次為新興生技產業的生技營收 305 億元，占

28.5%；醫療器材產業的生技營收則為 132.5 億元，占 12.4%。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中有 47.5%的廠商已有產品出口，各次產業

中，原料藥、診斷與監測用醫材、其他類醫材與特化生技等產業，高

達 60%以上的廠商有外銷收入。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產品出口之外銷

總額中，有 29.2%來自於原料藥廠商、26.4%來自於診斷與監測用醫療

器材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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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臺北市生技廠商在經營上所遭遇的困難主要來自於市

場面，計有 163 家廠商（占 63.9%）均反應市場面的困難，其次為產品

面有 147 家（占 57.6%），再次依序為法規、政策、人才、與資金面的

困難。整體而言，國內市場過小、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國內法規不

足／不明確、研發成本過高、政府研發補助經費不足、缺乏有產業經

驗的生技人才、缺乏週邊支援產業等問題為影響臺北市生技廠商在企

業經營上的主要問題。 
為解決企業營運所面臨之困難，有 52.9%的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

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補助獎勵措施」，51.4%的生技廠商希望政府能

提供「市場／拓展行銷」方面的服務，此外，各有 49.4%的生技廠商希

望政府能提供「研發／產品開發」、「資金／融資」等方面的服務。 
充分的資訊為企業經營上的必備工具，調查結果顯示，臺北市生

技廠商在產業資訊的需求上，以「產品查驗登記」、「產業市場分析」、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及「市場行銷通路」等方面的資訊需求較高，

各項比重均超過 40%。同時，生技廠商對於國外的資訊需求普遍高於

對於國內的資訊需求，顯示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拓展海外市場的興

趣，因此與產品上市有關的產品查驗登記、產業市場分析、上市相關

法規、行銷通路等需求較高。至於國家方面，則廠商對於中國大陸的

資訊需求最高，其次依序為美國與日本。 
由於生技產業的範圍甚廣，而在有限的資源下，若能衡量已具備

之能量或優勢，選擇利基市場加以發展，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

針對臺北市最適發展之生技產業領域進行調查。據調查結果顯示，臺

北市生技廠商中有 87.1%的廠商均認為新興生技產業為臺北市最適發

展的生技產業領域。而新興生技產業中又以生技製藥服務業、食品生

技、醫療檢測與生技藥品等被認為最適合臺北市發展。 
就「創新研發」→「生產製造」→「品牌通路」的產業價值鏈中

臺北市推動生技產業應致力發展之環節，有 64.7%的生技廠商認為臺北

市應致力於「創新研發」，生技產業方能創造最大價值並永續發展。顯

示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生技產業的發展應致力於創新研發已有相當之

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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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實施計畫 
一、法令依據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基於業務執掌需要，並依據統計法第 3
條規定辦理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茲訂定本計

畫以為調查實施準則。 
 

二、調查目的 
（一）瞭解臺北市生技產業發展現況 
（二）探討生技研發型產業之環境建構要素 

 
三、調查區域範圍及調查對象 
（一）調查區域：本專案調查區域範圍涵蓋臺北市 12 行政區 
（二）調查對象：凡公司登記於臺北市之生技廠商皆納入本專案之調

查對象，包括新興生技廠商、製藥廠商、及醫療器

材廠商。有關各類廠商之範疇定義如下： 

廠商分類 範疇定義 

新興生技廠商 包括生技藥品、再生醫療、醫療檢測、特用化學生

技、農業生技（含動物用藥）、食品生技、環保生技、

及生技製藥服務業廠商。 

製藥廠商 以人用藥品為限，包括西藥及中藥廠商，西藥廠商

包括原料藥與西藥製劑廠商，中藥廠商則包括中藥

傳統製劑、中藥濃縮製劑、及中藥之西藥製劑等企

業。 

醫療器材廠商 包括醫療儀器設備、醫療用耗材類產品及相關服務

業，但不包括如血液製劑、血清等生物製劑以及健

身器材等產品。醫療器材產業依其功能領域可分為

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

輔助/彌補用醫療器材，以及非屬上述器材之其他醫

療器材等四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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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項目、單位與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 

本調查依研究目的分為公司基本資料、公司營運概況、以

及意向與需求調查等三部分： 
♦廠商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填表人姓名、董事長、總經理、資本額、電話、傳

真、網址、訪查地址、公司登記地址、工廠設置地點、成立時

間等。 
♦廠商 98 年營運現況 
營業類型、主要營業項目別、主要研發項目別、98 年全年營業

收入與支出、生技相關營業收入與支出、全體暨生技相關從業

員工數、生技相關研發人員數、生技相關研究發展支出經費比

例、銷售暨購買技術比例、技術來源、生技工廠暨實驗室設立

情形、營業收支最高項目與其所屬產業價值鏈之研發、製造或

銷售定位、主要營收項目之市場等。 
♦廠商意向與需求調查 
針對生技廠商希望市府提供之服務或政策工具、優惠措施等意

向進行調查。 
（二）調查單位：本調查以場所（家）為調查單位。 
（三）調查表式：採 B4 雙面表式。 

 
五、調查資料時期及調查週期 

本年度生技廠商調查為一次性之專案調查；調查項目中，凡

屬靜態資料者，以民國 98 年 12 月 31 日為普查標準日；凡屬動態

資料者，則以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之調查標準

期，受查廠商現況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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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調查實施期間及進度 
（一）調查期間自 99 年 5 月 10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二）本調查各階段工作進度如下表： 

項目 時間 
1.生技廠商整併、建立調查母體清冊 99 年 4 月 10 日前 

2.調查問卷初稿設計完成 99 年 4 月 10 日前 

3.期初審查會議 99 年 4 月 15 日 

4.完成問卷前測、修正與問卷定稿 99 年 4 月 23 日前 

5.修訂後期初服務報告書 99 年 4 月 23 日前 

6.完成訪員招募與訪員訓練 99 年 5 月 3 日前 

7.訪員試訪與回報檢討 99 年 5 月 10 日前 

8.調查對象宣導、問卷郵寄 99 年 5 月 10 日前 

 9.執行問卷調查 99 年 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

10.調查資料檢誤、複查、建檔 99 年 7 月 30 日前 

11.資料統計分析及報表編製 99 年 8 月 31 日前 

12.提交「期末服務報告書」及「99 年

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分析報告」 
（初稿） 

99 年 10 月 25 日前 

13.完成「99 年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分

析報告」100 份 
99 年 11 月 30 日前 

 
七、調查方法 

為使受訪廠商能先瞭解調查內容並預先準備相關資料，本計

畫將先行辦理調查對象之發文通知及問卷寄發作業，再由訪員以

電話預約親訪時間，或回收方式。原則上以派員實地訪查為主，

但訪員得依廠商意願，採實地訪查進行面對面溝通，或直接以電

話訪查之方式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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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料整理編製方式及結果表式 
為求調查基準之一致性，本調查資料以電腦處理為主，人工

處理為輔，相互配合進行，並於完成檢誤後利用統計軟體進行各

調查項目之交叉分類，並據以編製統計結果表。 
 

九、配合產業發展局「99 年度臺北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調查分析計畫」之調查作業 
針對本計畫與「99 年度臺北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

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調查分析計畫」之調查母體中重複的廠

商訪查作業，由負責「99 度臺北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

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調查分析計畫」之廠商—世新大學辦理

問卷發送及回收工作，並進行初步基本資料檢誤（非專業性）。世

新大學每週給予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生技調查回卷，由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負責資料登打。回卷中若有非專業性檢誤不完備情形，由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圈選備註後，於 1 週內退回世新大學進行處理。

三大園區所有生技廠商問卷請世新大學需於 6 月 30 日前全數送交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其回收率應至少 8 成。 
 

十、辦理機關 
本調查由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委託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

中心辦理。 
 

十一、調查預估經費及來源 
本調查所需經費由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99年度預算經費支

應。 
 

十二、本調查實施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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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調查結果分析 
一、臺北市生技廠商基本資料分析 

（一）產業領域分佈 

 98 年底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290 家，其中以新興生技廠商家數最多；

各次產業中以食品生技廠商家數最多，西藥製劑廠商居次 

98 年底臺北市生技廠商家數共計 290 家。從產業範疇分佈來看，

以新興生技廠商最多有 170 家（占總生技廠商家數的 58.6%），其次為

製藥廠商有 68 家（占 23.5%），再次為醫療器材廠商有 52 家（占

17.9%）。各次產業中以食品生技廠商最多，占總生技廠商家數的

19.3%，其次為西藥製劑廠商占 16.6%，再次為生技製藥服務業廠商占

13.1%，此三類廠商家數合計有 142 家，占臺北市生技廠商家數的 49%。 

表 3-1-1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產業領域分佈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廠商家數 百分比（%） 
總計 290 100.0 

新興生技 170 58.6 
醫用檢測 19 6.6 
特化生技 19 6.6 
生技製藥服務業 38 13.1 
食品生技 56 19.3 
環保生技 3 1.0 
農業生技 15 5.2 
再生醫療 8 2.8 
生技藥品 12 4.1 

製藥 68 23.5 
原料藥 3 1.0 
西藥製劑 48 16.6 
中草藥 17 5.9 

醫療器材 52 17.9 
診斷與監測用 15 5.2 
輔助與彌補用 12 4.1 
手術與治療用 7 2.4 
其他類醫材 1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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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區分佈 

1、生技廠商之行政區分佈 

 臺北市生技廠商以內湖區最多，其次依序為南港區、中山區與松山

區 

以行政區分佈來看，臺北市生技廠商在各行政區的家數分佈依序

為：內湖區最多，有 53 家（占總生技廠商的 18.3%），其次為中山區與

南港區各有 44 家（各占 15.2%），再次為松山區有 41 家（占 14.1%），

此 4 行政區廠商的家數合計占總生技廠商家數的 62.8%（表 3-1-2）。 

表 3-1-2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行政區分佈 

單位：家數 

行政區 

合計 新興生技 製藥 醫療器材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總計 290 100.0 170 100.0 68 100.0 52 100.0 

內湖區 53 18.3 26 15.3 8 11.8 19 36.5

中山區 44 15.2 25 14.7 11 16.2 8 15.4

南港區 44 15.2 34 20.0 7 10.3 3 5.8

松山區 41 14.1 21 12.3 15 22.1 5 9.6

大安區 36 12.4 23 13.5 10 14.7 3 5.8

中正區 29 10.0 19 11.2 7 10.3 3 5.8

信義區 21 7.2 15 8.8 2 2.9 4 7.7

士林區 9 3.1 3 1.8 1 1.5 5 9.6

北投區 6 2.1 2 1.2 3 4.4 1 1.9

大同區 4 1.4 1 0.6 2 2.9 1 1.9

萬華區 2 0.7 0 0.0 2 2.9 0 0.0

文山區 1 0.3 1 0.6 0 0.0 0 0.0

註：有效值 29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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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產業群聚現象 

 新興生技廠商以南港區與內湖區居多、製藥廠商多在松山區與中山

區、醫療器材廠商集中於內湖區與中山區 

從各產業領域在臺北市各行政區的分佈來看，臺北市 170 家新興

生技廠商中，有 34 家（占新興生技廠商家數的 20.0%）在南港區，有

26 家（占新興生技廠商家數的 15.3%）在內湖區（表 3-1-2），且多集

中在內湖科技園區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顯示科技園區確實發揮產業

群聚效應，吸引新興生技廠商進駐。 

製藥產業的群聚現象則在松山區與中山區，臺北市 68 家製藥廠商

中，有 15 家（占製藥廠商家數的 22.1%）在松山區，有 11 家（占製藥

廠商家數的 16.2%）在中山區，大安區僅次於松山區與中山區，有 10
家製藥廠商（占 14.7%）。至於臺北市 52 家醫療器材廠商中則有 19 家

（占 36.5%）聚集在內湖區，其次則是中山區有 8 家（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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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行政區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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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行政區之產業領域分佈 

 內湖區與南港區的生技廠商以食品生技、生技製藥服務業居多；松

山區與中山區的生技廠商以西藥製劑與食品生技廠商居多 

進一步分析各行政區生技廠商之產業分佈結構，發現生技廠商最

多的四個行政區中，內湖區 53 家生技廠商中，以食品生技、生技製藥

服務業、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廠商居多，各有 10 家、8 家、8 家；

中山區 44 家生技廠商中，以食品生技與西藥製劑廠商居多，各有 10
家與 9 家；南港區 44 家生技廠商中，亦以食品生技與生技製藥服務業

居多，各有 8 家；至於松山區 41 家生技廠商中，則以西藥製劑廠商最

多，有 12 家，其次為食品生技廠商，有 10 家（表 3-1-3）。 

表 3-1-3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行政區分佈－按次產業分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中

正

區 

大

同

區 

中

山

區

松

山

區

大

安

區

萬

華

區

信

義

區

士

林

區

北

投

區

內

湖

區 

南

港

區 

文

山

區 

合

計

新

興

生

技 

醫用檢測 1 0 4 2 2 0 4 1 0 2 3 0 19

特化生技 4 0 2 1 4 0 2 0 1 2 2 1 19

生技製藥服務 4 0 4 3 4 0 5 1 1 8 8 0 38

食品生技 7 0 10 10 6 0 4 1 0 10 8 0 56

環保生技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3 

農業生技 2 1 3 1 3 0 0 0 0 1 4 0 15

再生醫療 1 0 1 1 2 0 0 0 0 1 2 0 8 

生技藥品 0 0 0 3 2 0 0 0 0 1 6 0 12

製

藥 

原料藥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3 

西藥製劑 5 1 9 12 9 0 1 0 0 6 5 0 48

中草藥 2 0 1 3 1 2 0 1 3 2 2 0 17

醫

療

器

材 

診斷與監測用 1 0 1 1 1 0 2 0 0 8 1 0 15

輔助與彌補用 1 0 1 1 0 0 0 2 1 5 1 0 12

手術與治療用 0 0 1 1 1 0 1 1 0 2 0 0 7 

其他類醫材 1 1 5 2 1 0 1 2 0 4 1 0 18

總計 29 4 44 41 36 2 21 9 6 53 44 1 290

註：有效值 29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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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收資本額概況 

1、實收資本額分佈 

 臺北市生技廠商多為中小企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者占 6 成 

臺北市生技廠商依實收資本額統計，仍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實收

資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者有 176 家，佔臺北市生技廠商家數的

60.6%。以各級距之實收資本額分佈來看（表 3-1-4），1,000 萬元（含）

～5,000 萬元以下的廠商最多計有 83 家（占 28.6%），其次為 10,000 萬

元（含）～30,000 萬元以下的廠商計有 61 家（占 21.0%）。 

表 3-1-4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收資本額分佈 
單位：家數 

實收資本額 
合計 新興生技 製藥 醫療器材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總計 290 100.0 170 100.0 68 100.0 52 100.0

500 萬元以下 14 4.8 11 6.5 2 2.9 1 1.9

500 萬元（含）～1,000
萬元以下 

36 12.4 20 11.8 5 7.4 11 21.2

1,000 萬元（含）～5,000
萬元以下 

83 28.6 54 31.8 12 17.6 17 32.7

5,000 萬元（含）～10,000
萬元以下 

43 14.8 24 14.1 10 14.7 9 17.3

10,000 萬元（含）～

30,000 萬元以下 
61 21.0 34 20.0 18 26.5 9 17.3

30,000 萬元（含）～

50,000 萬元以下 
17 5.9 8 4.7 8 11.8 1 1.9

50,000 萬元（含）～

75,000 萬元以下 
12 4.1 6 3.5 5 7.4 1 1.9

75,000 萬元（含）～

100,000 萬元以下 
4 1.4 2 1.2 1 1.5 1 1.9

100,000 萬元（含）～

500,000 萬元以下 
14 4.8 5 2.9 7 10.3 2 3.8

500,000 萬元（含）以上 6 2.1 6 3.5 0 0.0 0 0.0

註：1.有效值 290 筆。 
2.百分比係經由四捨五入處理過之結果，故總計與各個細項和之尾數容或未能相符。

以下各表均同。 



 

12 

2、各產業領域之實收資本額分佈 

 新興生技與醫療器材廠商實收資本額以 1,000 萬元（含）～5,000 萬

元以下、製藥廠商以 10,000 萬元（含）～30,000 萬元以下居多 

從各產業領域生技廠商之實收資本額來看，新興生技廠商的實收資本

額在 1,000 萬元（含）～5,000 萬元以下者最多，有 54 家（占新興生技廠

商的 31.8%）；製藥廠商實收資本額在 10,000 萬元（含）～30,000 萬元以

下者有 18 家（占製藥廠商的 26.5%）；醫療器材廠商亦是以實收資本額在

1,000 萬元（含）～5,000 萬元以下者最多，有 17 家（占醫療器材產業 32.7%）

（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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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收資本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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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成立與進駐臺北市時間 

1、企業成立時間分佈 

 臺北市生技廠商近半數成立於 85 年底以前 

以企業成立時間區分，有 135 家成立於 85 年底以前，占臺北市生

技廠商數的 46.6%，其次是成立於 86～90 年間有 72 家占 24.8%，91
～95 年間有 60 家占 20.7%，96～98 年間則有 23 家。從成立時間分佈

可看出歷年來新成立的食品生技與生技製藥服務業的廠商家數明顯高

於其他產業，主要是因為食品生技的獲利回收期較短，生技製藥服務

業的企業經營模式多樣化，吸引廠商投入（表 3-1-5）。 

表 3-1-5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成立時間分佈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85 年以前 86～90 年 91～95 年 96～98 年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總計 290 100.0 135 46.6 72 24.8 60 20.7 23 7.9
新興生技 170 100.0 56 32.9 50 29.4 46 27.1 18 10.6
醫療檢測 19 100.0 7 36.8 5 26.3 5 26.3 2 10.5
特化生技 19 100.0 10 52.6 2 10.5 6 31.6 1 5.3
生技製藥服務 38 100.0 9 23.7 12 31.6 10 26.3 7 18.4
食品生技 56 100.0 22 39.3 16 28.6 14 25.0 4 7.1
環保生技 3 100.0 1 33.3 1 33.3 1 33.3 0 0.0
農業生技 15 100.0 6 40.0 4 26.7 5 33.3 0 0.0
再生醫療 8 100.0 1 12.5 5 62.5 1 12.5 1 12.5
生技藥品 12 100.0 0 0.0 5 41.7 4 33.3 3 25.0

製藥 68 100.0 45 66.2 12 17.6 7 10.3 4 5.9
原料藥 3 100.0 3 100.0 0 0.0 0 0.0 0 0.0
西藥製劑 48 100.0 34 70.8 7 14.6 4 8.3 3 6.3
中草藥 17 100.0 8 47.1 5 29.4 3 17.6 1 5.9

醫療器材 52 100.0 34 65.4 10 19.2 7 13.5 1 1.9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9 60.0 2 13.3 4 26.7 0 0.0
輔助與彌補用 12 100.0 8 66.7 3 25.0 1 8.3 0 0.0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4 57.1 1 14.3 1 14.3 1 14.3
其他類醫療器材 18 100.0 13 72.2 4 22.2 1 5.6 0 0.0

註：有效值 29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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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歷年成立之生技廠商家數 

 民國 90 年成立的生技廠商家數創下歷年新高 

再從各年度生技廠商之成立家數來看，明顯看到受到 2000 年人類

基因解碼所帶動的生技熱潮影響，民國 90 年成立的生技廠商家數創下

歷年新高，而後生技產業的熱潮雖然逐漸退溫，但比起民國 85 年以前，

民國 90 年後每年新成立的生技廠商數仍是相對較多（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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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歷年成立之生技廠商家數 

 

3、企業進駐臺北市時間分佈 

 生技廠商於 85 年底前進駐臺北市者占 4 成以上，至 90 年達進駐高

峰 

以企業進駐臺北市時間區分，有 127 家於 85 年底以前進駐，占生

技廠商數的 43.8%，其次有 68 家於 86～90 年間進駐占 23.4%，有 65
家於 91～95 年間進駐占 22.4%，96～99 年間則有 30 家（占 10.3%）

生技廠商進駐臺北市（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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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生技廠商進駐臺北市之時間分佈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85 年以前 86～90 年 91～95 年 96～98 年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總計 290 100.0 127 43.8 68 23.4 65 22.4 30 10.3

新興生技 170 100.0 51 30.0 47 27.6 50 29.4 22 12.9

醫療檢測 19 100.0 7 36.8 4 21.1 6 31.6 2 10.5

特化生技 19 100.0 9 47.4 2 10.5 5 26.3 3 15.8

生技製藥服務 38 100.0 7 18.4 11 28.9 13 34.2 7 18.4

食品生技 56 100.0 20 35.7 15 26.8 15 26.8 6 10.7

環保生技 3 100.0 1 33.3 1 33.3 1 33.3 0 0.0

農業生技 15 100.0 6 40.0 4 26.7 5 33.3 0 0.0

再生醫療 8 100.0 1 12.5 5 62.5 1 12.5 1 12.5

生技藥品 12 100.0 0 0.0 5 41.7 4 33.3 3 25.0

製藥 68 100.0 45 66.2 11 16.2 6 8.8 6 8.8

原料藥 3 100.0 3 100 0 0.0 0 0.0 0 0.0

西藥製劑 48 100.0 34 70.8 6 12.5 4 8.3 4 8.3

中草藥 17 100.0 8 47.1 5 29.4 2 11.8 2 11.8

醫療器材 52 100.0 31 59.6 10 19.2 9 17.3 2 3.8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6 40.0 4 26.7 5 33.3 0 0.0

輔助與彌補用 12 100.0 8 66.7 2 16.7 2 16.7 0 0.0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4 57.1 1 14.3 0 0.0 2 28.6

其他類醫療器材 18 100.0 13 72.2 3 16.7 2 11.1 0 0.0

註：有效值 290 筆。 

4、歷年進駐臺北市之生技廠商家數 

再從各年度進駐臺北市之生技廠商家數來看，與圖 3-1-3 之各年度

生技廠商的成立家數有一樣的趨勢，民國 90 年進駐的生技廠商家數最

多，其中有 22 家為當年成立（圖 3-1-4）。而就進駐臺北市的生技廠商

在各年度之分佈來看，除 90 年與 91 年的進駐高峰，各有 23 家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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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其次為 92 年有 16 家與 87 年有 1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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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歷年進駐臺北市之生技廠商家數分佈 

 

（五）工廠、實驗室及網頁設置情況 

1、工廠設置 

 臺北市近半數以上的生技廠商無設置工廠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62 家（占 55.8%）無設置工廠，其中生技製藥

服務業廠商因以提供服務為主、生技藥品廠商因產品多仍在開發中，

使得此二類的生技廠商未設置工廠的比率相對高於其他產業。此外，

生技廠商的工廠設置地點與營業登記地址相同者有 17 家（占 5.9%），

與查訪地址相同者有 15 家（占 5.2%），有 96 家（占 33.1%）生技廠商，

其工廠設置與查訪地址不同，且分佈在其他縣市（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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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工廠設置情形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無設置工廠 同營登地址 同查訪地址 不同查訪地址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家數 

百分

比 
總計 290 100.0 162 55.8 17 5.9 15 5.2 96 33.1 
新興生技 170 100.0 113 66.5 5 2.9 9 5.3  43 25.3 
醫療檢測 19 100.0 14 73.7 0 0.0 1 5.3 4 21.1 
特化生技 19 100.0 8 42.1 1 5.3 3 15.8 7 36.8 
生技製藥服務 38 100.0 33 86.8 1 2.6 0 0.0 4 10.5 
食品生技 56 100.0 33 58.9 2 3.6 2 3.6 19 33.9 
環保生技 3 100.0 1 33.3 0 0.0 1 33.3 1 33.3 
農業生技 15 100.0 8 53.3 0.0 1 6.7 6 40.0 
再生醫療 8 100.0 6 75.0 1 12.5 0 0.0 1 12.5 
生技藥品 12 100.0 10 83.3 0 0.0 1 8.3 1 8.3 

製藥 68 100.0 33 48.5 2 2.9 3 4.4  30 44.1 
原料藥 3 100.0 1 33.3 0 0.0 0 0.0 2 66.7 
西藥製劑 48 100.0 25 52.1 0 0.0 3 6.3 20 41.7 
中草藥 17 100.0 7 41.2 2 11.8 0 0.0 8 47.1 

醫療器材 52 100.0 16 30.8 10 19.2 3 5.8  23 44.2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6 40.0 3 20.0 0 0.0 6 40.0 
輔助與彌補用 12 100.0 4 33.3 4 33.3 2 16.7 2 16.7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2 28.6 0 0.0 0 0.0 5 71.4 
其他類醫療器材 18 100.0 4 22.2 3 16.7 1 5.6 10 55.6 

註：有效值 290 筆。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工廠設置地點以臺北縣及桃園縣居多 

臺北市生技廠商的工廠大多位於臺北市以外的地區，且以臨近的

臺北縣與桃園縣居多，各有 28 家（各占不同查訪地址的 29.2%），位於

新竹縣市者有 10 家（占 10.4%）（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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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工廠設置情形 

 

2、實驗室設置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45.1%無設置實驗室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15 家（占 45.1%）無設置實驗室，未設置實驗

室之比率以醫療器材廠商最高，其次為製藥廠商。此乃因醫療器材廠

商以生產製造為主，而製藥廠商中則因臺北市的製藥廠商以外資藥廠

居多，而外資藥廠在臺灣多以行銷產品為主，故均未有實驗室之設置。

此外，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驗室設置地點，有 55 家（占 21.6%）之實

驗室設置地點與營業登記地點相同，有 19 家（占 7.4%）之實驗室設置

地點與查訪地址相同，但有更多的生技廠商，其實驗室設置地址與查

訪地址不同，有 66 家（占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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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驗室設置情形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無實驗室 

有實驗室 

同營登地址 同查訪地址 不同查訪地址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總計 255 100.0 115 45.1 55 21.6 19 7.4 66 25.9
新興生技 152 100.0 63 41.4 39 25.7 13 8.6 37 24.3
醫療檢測 17 100.0 7 41.2 4 23.5 2 11.8 4 23.5
特化生技 16 100.0 8 50.0 1 6.3 2 12.5 5 31.3
生技製藥服務 33 100.0 17 51.5 8 24.2 3 9.1 5 15.2
食品生技 51 100.0 23 45.1 8 15.7 5 9.8 15 29.4
環保生技 2 100.0 1 50.0 1 50.0 0 0.0 0 0.0
農業生技 14 100.0 5 35.7 4 28.6 1 7.1 4 28.6
再生醫療 7 100.0 0 0.0 4 57.1 0 0.0 3 42.9
生技藥品 12 100.0 2 16.7 9 75.0 0 0.0 1 8.3

製藥 59 100.0 27 45.8 6 10.2 3 5.1 23 39.0
原料藥 3 100.0 1 33.3 0 0.0 0 0.0 2 66.7
西藥製劑 40 100.0 21 52.5 3 7.5 3 7.5 13 32.5
中草藥 16 100.0 5 31.3 3 18.8 0 0.0 8 50.0

醫療器材 44 100.0 25 56.8 10 22.7 3 6.8 6 13.6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7 46.7 5 33.3 0 0.0 3 20.0
輔助與彌補用 9 100.0 4 44.4 3 33.3 1 11.1 1 11.1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5 71.4 0 0.0 0 0.0 2 28.6
其他醫療器材 13 100.0 9 69.2 2 15.4 2 15.4 0 0.0

註：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驗室設置地點以臺北縣及桃園縣居多 

臺北市生技廠商的實驗室大多位於臺北市以外的地區，且以臨近

的臺北縣與桃園縣居多，其中有 18家生技廠商的實驗室位於臺北縣（占

不同查訪地址的 27.3%），有 14 家位於桃園縣（占 21.2%）（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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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實驗室設置情形 

 

3、公司網頁設置 

 臺北市有近 8 成的生技廠商已建置公司網站 

調查顯示，臺北市有 76.6%（222 家）的生技廠商已建置公司網頁，

介紹公司及推廣公司產品，相對而言，亦有 23.4%（68 家）的生技廠

商並未設置網頁，但可以透過 E-mail 聯繫。 

已設置公司

網頁

76.6%

無設置公司

網頁

23.4%

 
圖 3-1-7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公司網頁設置情形 

 

台北市

13.6%

台北縣

27.3%

桃園縣

21.2%

新竹縣市

10.6%

台中縣市

6.1%

宜蘭縣

6.1%

其他

15.1%



 

21 

在現代網路化社會，設置公司網頁已是宣傳行銷公司的必備方法

之一，整體而言，製藥廠商已設置網頁的比率相對較高，其次為新興

生技廠商。各次產業領域中，再生醫療及原料藥廠商均已設置網頁，

但農業生技卻有 40%的廠商並未設置網頁，各次產業領域間仍可看出

有些微差距（表 3-1-9）。 

表 3-1-9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公司網頁設置情形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無設置網頁 已設置網頁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總計 290 100.0 68 23.4 222 76.6

新興生技 170 100.0 41 24.1 129 75.9

醫療檢測 19 100.0 4 21.1 15 78.9

特化生技 19 100.0 2 10.5 17 89.5

生技製藥服務 38 100.0 14 36.8 24 63.2

食品生技 56 100.0 10 17.9 46 82.1

環保生技 3 100.0 1 33.3 2 66.7

農業生技 15 100.0 6 40.0 9 60.0

再生醫療 8 100.0 0 0.0 8 100.0

生技藥品 12 100.0 4 33.3 8 66.7

製藥 68 100.0 11 16.2 57 83.8

原料藥 3 100.0 0 0.0 3 100.0

西藥製劑 48 100.0 7 14.6 41 85.4

中草藥 17 100.0 4 23.5 13 76.5

醫療器材 52 100.0 16 30.8 36 69.2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5 33.3 10 76.7

輔助與彌補用 12 100.0 3 25.0 9 75.0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2 28.6 5 71.4

其他類醫療器材 18 100.0 6 33.3 12 66.7

註：有效值 29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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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生技廠商營運概況 

（一）生技員工數 

根據 99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調查統計，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生技員工

數合計為 16,513 人。各產業領域中，以製藥產業的員工數最多，為 7,601
人，占臺北市總生技員工數的 46%，其次為新興生技產業 5,875 人，占

35.6%。從平均生技員工數來看，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平均生技員工

數為 57 人，各產業領域中，以製藥產業平均每家藥廠有 112 人最多，

其次為醫療器材產業平均每家有 58 人，新興生技廠商的平均生技員工

數最低為 35 人。 

表 3-2-1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生技員工數 
單位：人數 

產業領域 廠商家數 
生技員工數 平均生技 

員工數*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290 16,513 100.0 57 
新興生技 170 5,875 35.6 35 
醫用檢測 19 701 4.2 37 
特化生技 19 976 5.9 51 
生技製藥服務業 38 1,638 9.9 43 
食品生技 56 1,661 10.1 30 
環保生技 3 69 0.4 23 
農業生技 15 214 1.3 14 
再生醫療 8 434 2.6 54 
生技藥品 12 182 1.1 15 

製藥 68 7,601 46.0 112 
原料藥 3 396 2.4 132 
西藥製劑 48 6,546 39.6 136 
中草藥 17 659 4.0 39 

醫療器材 52 3,037 18.4 58 
診斷與監測用 15 880 5.3 59 
輔助與彌補用 12 307 1.9 26 
手術與治療用 7 134 0.8 19 
其他類醫材 18 1,716 10.4 95 

註：1.有效值 290 筆 
2.平均生技員工數＝生技員工數／廠商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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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技營業收入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營業收入中，來自於生技產業的營收為

1,069.3 億元。各生技產業領域中，以製藥產業的營收最高為 631.8 億

元，占臺北市生技產業總營收的 59.1%；其次為新興生技產業的生技營

收 305 億元，占 28.5%；醫療器材產業的生技營收則為 132.5 億元，占

12.4%。從平均每家生技營收來看，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平均生技營

收為 3.7 億元，各領域中以製藥產業的平均營收較高，為 9.3 億元，其

次為醫療器材 2.5 億元，新興生技則為 1.8 億元。 

表 3-2-2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生技營收 

產業領域 廠商家數 
生技營收 平均生技 

營收（萬元）*金額（萬元） 百分比（%） 

總計 290 10,693,126 100.0 36,873 

新興生技 170 3,050,151 28.5 17,942 

醫用檢測 19 439,628 4.1 23,138 

特化生技 19 413,082 3.9 21,741 

生技製藥服務業 38 405,102 3.8 10,661 

食品生技 56 1,465,085 13.7 26,162 

環保生技 3 67,459 0.6 22,486 

農業生技 15 92,480 0.9 6,165 

再生醫療 8 128,991 1.2 16,124 

生技藥品 12 38,323 0.4 3,194 

製藥 68 6,318,339 59.1 92,917 

原料藥 3 226,499 2.1 75,500 

西藥製劑 48 5,931,145 55.5 123,566 

中草藥 17 160,695 1.5 9,453 

醫療器材 52 1,324,635 12.4 25,474 

診斷與監測用 15 828,994 7.8 55,266 

輔助與彌補用 12 114,968 1.1 9,581 

手術與治療用 7 79,578 0.7 11,368 

其他類醫材 18 301,095 2.8 16,728 

註：1.有效值 290 筆 
2.平均生技營收＝生技營收／廠商家數 



 

24 

（三）營業支出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之營業支出合計為 1,060 億元，各領域中營

業支出最高的新興生技為 562.4 億元，占全部生技產業營業支出的

53.1%，其次為製藥廠商營業支出為 394 億元，占全部生技產業營業支

出的 37.2%。以平均營業支出來看，製藥廠商的平均營業支出較高，為

5.8 億元，其次為新興生技廠商，平均營業支出為 3.3 億元。 

表 3-2-3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營業支出 

產業領域 
廠商 
家數 

營業支出 
平均營業支出

（萬元） 金額（萬元） 
百分比

（%） 

總計 290 10,600,836 100.0 36,554.6 

新興生技 170 5,624,134 53.1 33,083.1 

醫用檢測 19 314,108 3.0 16,532.0 

特化生技 19 270,881 2.6 14,256.9 

生技製藥服務業 38 865,065 8.2 22,764.9 

食品生技 56 2,130,548 20.1 38,045.5 

環保生技 3 351,421 3.3 117,140.3 

農業生技 15 1,465,931 13.8 97,728.7 

再生醫療 8 160,182 1.5 20,022.8 

生技藥品 12 65,999 0.6 5,499.9 

製藥 68 3,940,647 37.2 57,950.7 

原料藥 3 311,932 2.9 103,977.3 

西藥製劑 48 3,413,111 32.2 71,106.5 

中草藥 17 215,604 2.0 12,682.6 

醫療器材 52 1,036,055 9.8 19,924.1 

診斷與監測用 15 617,928 5.8 41,195.2 

輔助與彌補用 12 98,373 0.9 8,197.8 

手術與治療用 7 66,882 0.6 9,554.6 

其他類醫材 18 252,873 2.4 14,049 

註：1.有效值 290 筆 
2.平均營業支出＝營業支出／廠商家數 
 
 



 

25 

（四）外銷收入 

 近半數的生技廠商已有外銷收入 

整體而言，47.5%的臺北市生技廠商已有產品出口，有外銷收入的

廠商以醫療器材廠商居多占 61.4%；且其外銷額占營收的比率亦最

高 ，占 55%。再就次產業領域來看，原料藥、診斷與監測用醫材、其

他類醫材與特化生技等產業，高達 60%以上的廠商有外銷收入。其中，

以原料藥廠商的外銷比最高，外銷收入占總營收的比重高達 82.8%，其

次為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廠商，外銷比為 63.3%（表 3-2-4）。 

表 3-2-4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外銷分佈 
單位：% 

產業領域 
合計 無外銷收入 有外銷收入 外銷額佔營

收比（%）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總計 255 100.0 134 52.5 121 47.5 16.7 
新興生技 152 100.0 88 57.9 64 42.1 7.2 
醫療檢測 17 100.0 9 52.9 8 47.1 16.0
特化生技 16 100.0 6 37.5 10 62.5 8.2
生技製藥服務 33 100.0 21 63.6 12 36.4 42.2
食品生技 51 100.0 30 58.8 21 41.2 5.5
環保生技 2 100.0 1 50.0 1 50.0 0.2
農業生技 14 100.0 8 57.1 6 42.9 0.4
再生醫療 7 100.0 5 71.4 2 28.6 0.2
生技藥品 12 100.0 8 66.7 4 33.3 58.6

製藥 59 100.0 29 49.2 30 50.8 19.3 
原料藥 3 100.0 0 0.0 3 100.0 82.8
西藥製劑 40 100.0 19 47.5 21 52.5 6.7
中草藥 16 100.0 10 62.5 6 37.5 10.5

醫療器材 44 100.0 17 38.6 27 61.4 55.0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4 26.7 11 73.3 63.3
輔助與彌補用 9 100.0 6 66.7 3 33.3 7.2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3 42.9 4 57.1 13.2
其他類醫療器材 13 100.0 4 30.8 9 69.2 59.8

註：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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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銷金額以原料藥與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產業為主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產品出口之外銷總額中，製藥產業所占比率

最高，佔外銷總額的 42%，其中主要是來自原料藥廠商，其次為醫療

器材產業，占 35%（圖 3-2-1）。再就臺北市各次產業的生技廠商來看，

原料藥廠商的外銷額占臺北市生技廠商外銷總額的比率最高，為

29.2%，其次為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占 26.4%（圖 3-2-2）。 

製藥

42%

新興生技

23%醫療器材

35%

 

圖 3-2-1 臺北市生技廠商各產業領域外銷額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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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檢測

4.6%

原料藥

29.2%

中草藥

0.9%

特化生技

2.1%

生技服務

7.7%
環保生技

0.0%

食品生技

7.1%

農業生技

0.3%

再生醫療

0.0%

生技藥品

1.1%

輔助與彌補用

0.4%

其他類醫材

8.1%

手術與治療用

0.5%

西藥製劑

11.5%

診斷與監測用

26.4%

 

圖 3-2-2 臺北市生技廠商各次產業領域外銷額之分佈 

 

 

（五）技術授權／移轉情形 

 新興生技廠商授權收入高，製藥廠商授權支出較多 

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技轉／授權收入合計為 2.9 億元，其中有

2.46 億元是來自於新興生技廠商。98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的技轉／授權

支出合計為 4.7 億元，其中主要是來自於新興生技與製藥廠商的授權支

出，各為 2.2 與 2.3 億元，各占生技產業總授權支出金額的 47.0%與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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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臺北市生技廠商技術授權收入與支出情形 

產業領域 
授權收入 授權支出 

98 收入金額

（萬元） 百分比（%）
98 支出金額 
（萬元） 百分比（%）

總計 28,984 100 47,456 100 
新興生技 24,615 84.9 22,282 47.0

醫用檢測 0 0.0 37 0.1
特化生技 0 0.0 3,611 7.6
生技製藥服務 2,394 8.3 362 0.8
食品生技 6 0.0 13,216 27.8
環保生技 0 0.0 0 0.0
農業生技 1,080 3.7 38 0.1
再生醫療 0 0.0 0 0.0
生技藥品 21,135 72.9 5,018 10.6

製藥 3,850 13.3 22,920 48.3
原料藥 0 0.0 0 0.0
西藥製劑 3,850 13.3 19,734 41.6
中草藥 0.0 3,186 6.7

醫療器材 519 1.8 2,254 4.7
診斷與監測用 519 1.8 2,000 4.2
輔助與彌補用 0 0.0 194 0.4
手術與治療用 0 0.0 60 0.1
其他類醫療器材 0 0.0 0 0.0

註：有效值 254 筆；遺漏值 36 筆。 

 

 臺北市生技廠商授權收入及授權支出來源大多來自於國外 

臺北市生技廠商之授權金收入中有 87.4%來自於國外，授權對象以

公司為主，來自於國內的授權金收入則僅占 12.6%。至於臺北市生技廠

商所取得之技術或產品，其對象來源亦是以國外為主，占授權金支出

的 68.4%，其授權對象來源亦是以公司為多，而國內的授權來源則占

31.6%，亦是以學術機構與公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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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12.6%

國外

87.4%

授權收入對象

   

國內

31.6%

國外

68.4%

授權支出對象

 

圖 3-2-3 技術授權收入與支出對象來源 

 

 

（六）價值鏈業務能量 

1、已具備價值鏈業務能量 

 臺北市生技廠商已具備之能量／能力以產品行銷居多 

受調查的臺北市生技廠商中，就技術研發、產品開發、動物試驗、

臨床前、臨床試驗、生產製造、產品檢測、產品行銷等各種業務項目

來看，已有 186 家廠商具備產品行銷能力，比重高達 72.9%，具備產品

開發能力者亦有 157 家，占 61.6%（表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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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臺北市生技廠商已具備之能量／能力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870 341.2 508 334.2 209 354.2 153 347.7
產品行銷 186 72.9 108 71.1 43 72.9 35 79.5
產品開發 157 61.6 97 63.8 32 54.2 28 63.6
技術研發 142 55.7 85 55.9 32 54.2 25 56.8
生產製造 138 54.1 66 43.4 34 57.6 38 86.4
產品檢測 113 44.3 69 45.4 25 42.4 19 43.2
臨床試驗 52 20.4 31 20.4 18 30.5 3 6.8
臨床前 46 18.0 27 17.8 15 25.4 4 9.1
動物試驗 36 14.1 25 16.4 10 16.9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2、已提供之服務業務 

 臺北市生技廠商目前已提供之服務以通路、代工與研發居多 

臺北市生技廠商目前已提供之服務以通路／零售商服務最多有 79
家（占 31.0%），其次是代工服務和研發服務各有 73 家（各占 28.6%）。 

表 3-2-7 臺北市生技廠商已提供之服務業務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391 153.3 241 158.6 85 144.1 65 147.7
通路／零售商 79 31.0 45 29.6 16 27.1 18 40.9
代工服務 73 28.6 35 23.0 20 33.9 18 40.9
研發服務 73 28.6 48 31.6 16 27.1 9 20.5
檢測服務 43 16.9 33 21.7 6 10.2 4 9.1
提供設備服務 36 14.1 27 17.8 1 1.7 8 18.2
臨床試驗 25 9.8 21 13.8 3 5.1 1 2.3
以上皆無 62 24.3 32 21.1 23 39.0 7 15.9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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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接受委託之業務 

 臺北市生技廠商可接受委託之業務以產品開發和生產製造居多 

統計臺北市生技廠商可接受委託之業務，其中有 1/3 以上的廠商可

以接受產品開發、生產製造或產品行銷等業務。另從各產業領域可接

受委託之業務，亦可看出其產業特色與發展現況，如新興生技廠商可

接受委託之業務以產品開發與產品行銷居多，製藥與醫療器材廠商可

接受委託之業務則以生產製造為多（表 3-2-8）。 

表 3-2-8 臺北市生技廠商可接受委託之業務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494 193.7 318 209.2 90 152.5 86 195.5
產品開發 95 37.3 59 38.8 18 30.5 18 40.9
生產製造 94 36.9 46 30.3 23 39.0 25 56.8
產品行銷 92 36.1 57 37.5 17 28.8 18 40.9
技術研發 78 30.6 53 34.9 12 20.3 13 29.5
產品檢測 66 25.9 46 30.3 11 18.6 9 2.3
臨床試驗 27 10.6 23 15.1 3 5.1 1 2.3
臨床前 24 9.4 18 11.8 5 8.5 1 2.3
動物試驗 18 7.1 16 10.5 1 1.7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4、委外之業務 

 臺北市生技廠商委外業務以生產製造居多 

基於成本考量或企業本身並未具備之能力，生技廠商會將部分業

務委外，其中委外最多的業務為生產製造，有 35.7%的生技廠商會將生

產製造的業務委外，此現象在三產業領域皆相同（表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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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臺北市生技廠商委外之業務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364 142.7 216 142.1 108 183.1 40 90.9
生產製造 91 35.7 55 36.2 26 44.1 10 22.7

臨床試驗 49 19.2 23 15.1 21 35.6 5 11.4

產品檢測 46 18.0 27 17.8 13 22.0 6 13.6

動物試驗 44 17.3 32 21.1 10 16.9 2 4.5

臨床前 37 14.5 20 13.2 14 23.7 3 6.8

技術研發 35 13.7 23 15.1 7 11.9 5 11.4

產品行銷 33 12.9 18 11.8 10 16.9 5 11.4

產品開發 29 11.4 18 11.8 7 11.9 4 9.1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七）產品上市與開發情形 

1、產品上市情形 

 臺北市生技廠商中無產品上市者以新興生技廠商居多、製藥廠商自

有產品上市的比率較高 

臺北市生技廠商中有 48 家廠商（占 18.8%）無上市產品，在上市

產品中以自有產品居多；至於分析無自有產品上市者中則以生技製藥

服務業、生技藥品等廠商居多，前者係因提供服務為主，後者則是因

為大多數的廠商其產品仍在開發中，故未有產品上市（表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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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 臺北市生技廠商產品上市情形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無上市產品 自有產品 代理產品 

自有／代理

產品均有

家

數 
百分比

（%）

家

數

百分比

（%）

家

數

百分比

（%）

家

數

百分比

（%） 
家

數 
百分比

（%）

總計 255 100.0 48 18.8 120 47.1 21 8.2 66 25.9
新興生技 152 100.0 38 25.0 65 42.8 15 9.9 34 22.4
醫療檢測 17 100.0 4 23.5 6 35.3 2 11.8 5 29.4
特化生技 16 100.0 1 6.3 8 50.0 2 12.5 5 31.3
生技製藥服務 33 100.0 20 60.6 2 6.1 6 18.2 5 15.2
食品生技 51 100.0 2 3.9 33 64.7 3 5.9 13 25.5
環保生技 2 100.0 1 50.0 0 0.0 0 0.0 1 50.0
農業生技 14 100.0 2 14.3 7 50.0 1 7.1 4 28.6
再生醫療 7 100.0 0 0.0 6 85.7 0 0.0 1 14.3
生技藥品 12 100.0 8 66.7 3 25.0 1 8.3 0 0.0

製藥 59 100.0 6 10.2 35 59.3 2 3.4 16 27.1
原料藥 3 100.0 1 33.3 2 66.7 0 0.0 0 0.0
西藥製劑 40 100.0 4 10.0 18 45.0 2 5.0 16 40.0
中草藥 16 100.0 1 6.3 15 93.8 0 0.0 0 0.0

醫療器材 44 100.0 4 9.1 20 45.5 4 9.1 16 36.4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0 0.0 9 60.0 2 13.3 4 26.7
輔助與彌補用 9 100.0 0 0.0 4 44.4 0 0.0 5 55.6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2 28.6 2 28.6 1 14.3 2 28.6
其他類醫材 13 100.0 2 15.4 5 38.5 1 7.7 5 38.5

註：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2、產品開發情形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開發中產品的廠商家數以食品生技、西藥製劑最多 

臺北市生技廠商除了有產品上市外，臺北市生技廠商中有 156 家

廠商（占 61.2%）亦正進行產品的開發。以生技產業各領域來看，製藥

廠商有開發中產品的比率最高有 41 家（占製藥廠商 69.5%），其次為新

興生技廠商 91 家（占新興生技廠商 59.9%）（表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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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北市生技廠商產品開發情形 

單位：家數 

產業領域 
合計 無開發中產品 有開發中產品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家數 百分比（%）

總計 255 100.0 99 38.8 156 61.2
新興生技 152 100.0 61 40.1 91 59.9
醫療檢測 17 100.0 9 52.9 8 47.1
特化生技 16 100.0 5 31.3 11 68.8
生技製藥服務 33 100.0 24 72.7 9 27.3
食品生技 51 100.0 14 27.5 37 72.5
環保生技 2 100.0 1 50.0 1 50.0
農業生技 14 100.0 3 21.4 11 78.6
再生醫療 7 100.0 1 14.3 6 85.7
生技藥品 12 100.0 4 33.3 8 66.7

製藥 59 100.0 18 30.5 41 69.5
原料藥 3 100.0 1 33.3 2 66.7
西藥製劑 40 100.0 10 25.0 30 75.0
中草藥 16 100.0 7 43.8 9 56.3

醫療器材 44 100.0 20 45.5 24 54.5
診斷與監測用 15 100.0 5 33.3 10 66.7
輔助與彌補用 9 100.0 4 44.4 5 55.6
手術與治療用 7 100.0 4 57.1 3 42.9
其他類醫療器材 13 100.0 7 53.8 6 46.2

註：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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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經營困難與未來規劃 

（一）公司經營困難與主要問題 

 臺北市生技廠商經營上所面臨之困難主要來自於市場 

本次調查就生技廠商在公司經營上，可能面臨之困難及其主要的

問題，分別從產品、市場、資金、人才、法規、政策與其他問題等各

層面進行調查，以瞭解臺北市生技廠商的經營困難。調查顯示，臺北

市生技廠商在經營上所面臨之困難主要來自於市場面，計有 163 家廠

商（占回卷廠商家數 63.9%），其次為產品面有 147 家（占 57.6%），再

次依序為法規、政策、人才、與資金（表 3-3-1）。 

表 3-3-1 臺北市生技廠商在經營上面臨之困難層面分析 

單位：次 
經營困難面 次數 百分比（%） 

市場 163 63.9 

產品 147 57.6 

法規 140 54.9 

政策 133 52.2 

人才 133 52.2 

資金 122 47.8 

其他 80 31.4 

總計 918 360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根據表 3-3-1，分別就市場、產品、法規、政策、人才、資金及其

他等各層面分析臺北市生技廠商經營上面臨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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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面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63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市場面，單以市場

面而言，有 113 家廠商（占回卷廠商的 44.3%），將「國內市場過小」

列為是國內生技產業經營上市場面第一順位的難題，其次有 52 家（占

20.4%）之生技廠商反映有「缺乏海外市場通路」的問題。 

表 3-3-2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市場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總計 253 99.2 157 103.3 53 89.8 43 97.7
國內市場過小 113 44.3 63 41.4 28 47.5 22 50.0
缺乏海外市場通路 52 20.4 37 24.3 9 15.3 6 13.6
難以建立國內行銷通路 33 12.9 23 15.1 6 10.2 4 9.1
市場競爭機制不夠健全 31 12.2 17 11.2 8 13.6 6 13.6
行銷能力不足 24 9.4 17 11.2 2 3.4 5 11.4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2、產品面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47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產品面，單以產品

面而言，有 67 家廠商（占回卷廠商的 26.3%），將「新產品審核時程過

長」列為是國內生技產業經營上市場面第一順位的難題，其次各有 64
家廠商（各占 25.1%）之生技廠商，反映有「新產品開發時程過長」與

「產品安全與療效評估成本高」的問題。 

另以產業領域來看，新興生技廠商有 41 家廠商反映「產品安全與

療效評估成本高」為企業經營產品面的問題，製藥與醫療器材廠商有

13 家廠商反映問題為「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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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產品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總計 241 94.5 127 83.6 71 120.3 43 97.7
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 67 26.3 27 17.8 27 45.8 13 29.5
新產品開發時程過長 64 25.1 32 21.1 23 39.0 9 20.5
產品安全與療效評估成本高 64 25.1 41 27.0 13 22.0 10 22.7
技術取得不易 25 9.8 15 9.9 6 10.2 4 9.1
產品開發專業能力不足 21 8.2 12 7.9 2 3.4 7 15.9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3、法規面 

由於生技廠商所反映之產品面問題與國內與生技產業之政策及法

規有關，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40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法規面，進一

步分析法規面面臨的困難，有 73 家（占回卷廠商的 28.6%）廠商認為

問題包含「國內法規不足／不明確」，則有 60 家（占 23.5%）廠商認為

「國內法規無法與國外接軌」。 

表 3-3-4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法規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37 92.9 139 91.4 70 118.6 28 63.6
國內法規不足／不明確 73 28.6 42 27.6 23 39.0 8 18.2
國內法規無法與國外接

軌 
60 23.5 34 22.4 18 30.5 8 18.2

現行法規限制過多 55 21.6 31 20.4 16 27.1 8 18.2
現行法規不合時宜 49 19.2 32 21.1 13 22.0 4 9.1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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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面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33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政策面，單以政策

面而言，有 65 家（占回卷廠商的 25.5%）廠商認為問題點在於「政府

研發補助經費不足」，另外亦有 52 家（占 20.4%）廠商認為是「政府推

動或投入不夠」。 

表 3-3-6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政策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06 80.8 115 75.7 56 94.9 35 79.5
政府研發補助經費不足 65 25.5 41 27.0 14 23.7 10 22.7
政府推動或投入不夠 52 20.4 29 19.1 14 23.7 9 20.5
政府政策無法提供完善

的支援 
47 18.4 26 17.1 12 20.3 9 20.5

政策搖擺不定／不明確 42 16.5 19 12.5 16 27.1 7 15.9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5、人才面 

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33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人才面，再以人才

面的問題分析，有 69 家廠商（占回卷廠商的 27.1%）表示「缺乏有產

業經驗的生技人才」，主要是因為國內生技產業尚在起步階段，大多廠

商亟需具備產業經驗的人才來協助企業及早度過摸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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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人才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16 84.7 129 84.9 59 100.0 28 63.6
缺乏有產業經驗的生技人才 69 27.1 41 27.0 22 37.3 6 13.6
缺乏有研究經驗的生技人才 46 18.0 28 18.4 9 15.3 9 20.5
缺乏高階經營管理人才 36 14.1 21 13.8 10 16.9 5 11.4
生技人才供應不足 33 12.9 19 12.5 8 13.6 6 13.6
生技人才專業能力不足 32 12.5 20 13.2 10 16.9 2 4.5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6、資金面 

與其他產業相較，生技產業所需投入的研發經費與研發時程均相

對較高，因此，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122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資金面，

再以資金面的問題分析，有 64 家（占回卷廠商的 25.1%）廠商反映有

「研發成本過高」的問題，而在新興生技與製藥二類產業更尤其突顯

此一問題。 

表 3-3-5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資金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21 86.7 134 88.2 52 88.1 35 79.5
研發成本過高 64 25.1 38 25.0 19 32.2 7 15.9
缺乏資金籌措管道 43 16.9 25 16.4 13 22.0 5 11.4
機器設備成本太高 34 13.3 19 12.5 10 16.9 5 11.4
人事／薪資成本太高 33 12.9 22 14.5 4 6.8 7 15.9
行銷成本太高 26 10.2 19 12.5 2 3.4 5 11.4
土地成本太高 21 8.2 11 7.2 4 6.8 6 13.6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40 

7、其他方面 

另外，臺北市生技廠商有 80 家表示經營困難來自於上述未提及的

其他層面，爰再經分析，生技廠商仍反映有「缺乏週邊支援產業」與

「缺乏市場資訊」的問題。 

表 3-3-8 臺北市生技廠商企業經營問題分析－其他方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110 43.1 70 46.1 27 45.8 13 29.5

缺乏週邊支援產業 30 11.8 19 12.5 7 11.9 4 9.1

缺乏市場資訊 27 10.6 16 10.5 8 13.6 3 6.8

臨床試驗經驗不足 20 7.8 13 8.6 6 10.2 1 2.3

技術研發資訊不足 18 7.1 13 8.6 2 3.4 3 6.8

產業基盤建設不足 7 2.7 6 3.9 1 1.7 0 0.0

其他 8 3.1 3 2.0 3 5.1 2 4.5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綜上分析，國內市場過小、國內法規不足／不明確、缺乏有產業

經驗的生技人才、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新產品開發時程過長、研發

成本過高、政府研發補助經費不足、產品安全與療效評估成本高等為

臺北市生技廠商在企業經營上面臨的問題。 

（二）未來三年國內或海外佈局規劃 

 臺北市生技廠商未來三年的佈局規劃以在中國大陸推出產品上市者居

多 

根據調查，就未來三年已有國內或海外的佈局規劃的廠商進一步

分析，結果顯示其中有 49 家廠商擬進行產品上市，有 35 家廠商則是

計畫成立分公司，有 31 家廠商計畫研發合作（表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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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臺北市生技廠商未來三年國內或海外佈局規劃 

單位：次 

國內外佈局規劃 

合計 
（n=117） 

新興生技

（n=71） 
製藥 

（n=30） 
醫療器材 
（n=16）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產品上市 49 41.9 25 35.2 18 60.0 6 37.5

成立分公司 35 29.9 25 35.2 4 13.3 6 37.5

研發合作 31 26.5 19 26.8 11 36.7 1 6.3

臨床試驗 27 23.1 11 15.5 16 53.3 0 0.0

產品授權 27 23.1 14 19.7 10 33.3 3 18.8

海外設廠 21 17.9 10 14.1 6 20.0 5 31.3

技術授權 20 17.1 12 16.9 7 23.3 1 6.3

成立合資企業 19 16.2 9 12.7 7 23.3 3 18.8

購併 6 5.1 4 5.6 2 6.7 0 0.0

總計 235 200.9 129 181.7 81 270.0 25 156.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生技廠商家數 290 筆中，含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而在有效值 255 筆中，

未來三年已有國內外之佈局規劃者有 117 筆，其中新興生技 71 筆、製藥 30 筆、醫

療器材 16 筆。 

（三）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規劃 

 臺北市生技廠商在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地點的選擇上仍

以臺北市居多 

除了未來三年的產業活動佈局外，本次調查亦對臺北市生技廠商

在國內的異動規劃進行瞭解，包括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等

規劃。結果顯示，只有 36 家廠商（占 14.1%）已有規劃在未來三年內

於國內異動，進ㄧ步就其分析發現有 11 家廠商擬進行新增分公司／部

門，地點多在臺北市；有 14 家擬進行設廠；另有 13 家擬進行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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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臺北市生技廠商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規劃 

單位：次 

異動規劃 

合計 
（n=36） 

新興生技 
（n=26） 

製藥 
（n=8） 

醫療器材 
（n=2）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設廠 14 38.9 8 30.8 4 50.0 2 100.0 

搬遷 13 36.1 10 38.5 3 37.5 0 0.0 

新增分公司／部門 11 30.6 9 34.6 1 12.5 1 50.0 

總計 38 105.6 27 103.8 8 100.0 3 150.0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生技廠商家數 290 筆中，含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而在有效值 255 筆中，有

規劃新增分公司/部門者有 36 筆，其中新興生技 26 筆、製藥 8 筆、醫療器材有 2 筆。 

四、臺北市生技廠商需求調查 

（一）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或政策工具 

 臺北市生技廠商最希望政府能提供「研發方面的補助／獎勵措施」 

除就臺北市生技廠商在產品、市場、資金、人才、法規、與政策

等各層面面臨的困難外，本次調查亦分別對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

單位就研發／產品開發、市場拓展行銷、資金／融資、補助獎勵措施、

人才培育、空間／設備、及其他服務措施等各層面，所提供之服務或

政策工具進行瞭解。調查顯示，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

所提供之服務或政策工具以「補助獎勵措施」的需求最高，有 135 家

廠商（占回卷廠商家數的 52.9%）；其次為「市場／拓展行銷」有 131
家廠商（占 51.4%）；另「研發／產品開發」、與「資金／融資」各有

126 家廠商（各占 49.4%）。 

 

 

 

 



 

43 

表 3-4-1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 

單位：次 
服務或政策工具層面 次數 百分比（%） 

補助／獎勵措施 135 52.9 

市場拓展／行銷 131 51.4 

研發／產品開發 126 49.4 

資金／融資 126 49.4 

人才培育 123 48.2 

其他服務／措施 104 40.8 

空間／設備 81 31.8 

總計 826 324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 

以下將分別就補助／獎勵措施、市場拓展／行銷、研發／產品開

發、資金／融資、人才培育、空間／設備、其他服務／措施等各個層

面分析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或政策工具。 
 

1、補助／獎勵措施面 

臺北市有 135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補助／獎

勵措施」，就以補助／獎勵措施方面，分別有 93 家與 74 家廠商（各占

回卷廠商的 36.5%與 29.0%），對於「研發經費補助」與「研發獎勵措

施」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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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補助/獎勵措施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311 122.0 178 117.1 70 118.6 63 143.2
研發經費補助 93 36.5 57 37.5 20 33.9 16 36.4
研發獎勵措施 74 29.0 41 27.0 20 33.9 13 29.5
海外參展補助 55 21.6 33 21.7 9 15.3 13 29.5
海外行銷補助 53 20.8 29 19.1 11 18.6 13 29.5
延攬海外人才薪資補助 34 13.3 18 11.8 9 15.3 7 15.9
其他 2 0.8 0 0.0 1 1.7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2、市場拓展/行銷面 

臺北市有 131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市場拓展/
行銷」方面的服務，再就市場拓展／行銷方面，各有 61 家及 57 家廠

商（各占回卷廠商的 23.9%及 22.4%），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建

立國際生技專業形象」、與「海外市場媒合」服務，以協助廠商進行海

外市場拓展。各產業領域來看，新興生技與醫療器材廠商對於「建立

國際生技專業形象」、製藥廠商對於「海外市場媒合」的需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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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市場拓展/行銷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18 85.5 133 87.5 40 67.8 45 102.3

建立國際生技專業形象 61 23.9 41 27.0 9 15.3 11 25.0
海外市場媒合 57 22.4 34 22.4 14 23.7 9 20.5
提高國內產品品質門檻 39 15.3 21 13.8 9 15.3 9 20.5
外銷聯盟 34 13.3 21 13.8 5 8.5 8 18.2
組團海外參展 25 9.8 15 9.9 2 3.4 8 18.2
其他 2 0.8 1 0.7 1 1.7 0 0.0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3、研發/產品開發面 

生技產業為知識經濟產業，生技廠商為能永續經營，必須在研發

與產品開發面不斷創新，因此，臺北市有 126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

相關單位能提供「研發/產品開發」方面的服務，再就研發與產品開發

方面，各有 51 家和 46 家（各占回卷廠商的 20.0%、18.0%）希望政府

能提供「與學研界合作開發」及「建立專家諮詢服務平臺」方面的服

務，期能降低研發或開發產品的時間或經費。按各產業領域觀察，新

興生技廠商對於「與學研界合作開發」、製藥廠商對於「技術創新輔

導」、醫療器材廠商對於「技術移轉」有較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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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研發/產品開發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27 89.0 129 84.9 59 100.0 39 88.6
與學研界合作開發 51 20.0 33 21.7 11 18.6 7 15.9
建立專家諮詢服務平臺 46 18.0 29 19.1 12 20.3 5 11.4
技術創新輔導 38 14.9 17 11.2 13 22.0 8 18.2
新產品上市輔導 37 14.5 21 13.8 9 15.3 7 15.9
技術移轉 35 13.7 15 9.9 9 15.3 11 25.0
業界研發聯盟 20 7.8 14 9.2 5 8.5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4、資金/融資面 

臺北市有 126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資金/融資」

方面的服務，以資金與融資方面，則各有 75 家與 66 家廠商（各占回

卷廠商的 29.4%與 25.9%）希望政府能提供「租稅減免優惠」與「投資

抵減」措施。 

表 3-4-5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資金/融資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74 107.5 157 103.3 74 125.4 43 97.7
租稅減免優惠 75 29.4 42 27.6 19 32.2 14 31.8
投資抵減 66 25.9 39 25.7 20 33.9 7 15.9
低利融資貸款 53 20.8 24 15.8 16 27.1 13 29.5
活絡創投資金 42 16.5 25 16.4 12 20.3 5 11.4
創業發展基金 37 14.5 27 17.8 7 11.9 3 6.8
其他 1 0.4 0 0.0 0 0.0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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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才培育面 

臺北市有 123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人才培育」

的服務，在人才培育層面，有 56 家（占回卷廠商的 22.0%）廠商希望

政府能提供「產學合作／業界實習」的服務，以培育生技優秀人才。 

表 3-4-6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人才培育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200 78.4 132 86.8 38 64.4 30 68.2
產學合作／業界實習 56 22.0 34 22.4 11 18.6 11 25.0
生技從業人員專業認證 41 16.1 29 19.1 9 15.3 3 6.8
長／短期培訓 39 15.3 24 15.8 7 11.9 8 18.2
國內外人才媒合 37 14.5 27 17.8 5 8.5 5 11.4
吸引海外生技人才回臺 26 10.2 18 11.8 6 10.2 2 4.5
其他 1 0.4 0 0.0 0 0.0 1 2.3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6、空間／設備面 

臺北市有 81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空間／設備」

的服務，再就空間／設備方面，有 39 家（占回卷廠商的 15.3%）的希

望政府能設置生技園區，亦有 33 家（占 12.9%）的生技廠商希望政府

能提供實驗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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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7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空間/設備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130 51.0 87 57.2 27 45.8 16 36.4

設置生技園區 39 15.3 28 18.4 4 6.8 7 15.9

實驗室空間 33 12.9 25 16.4 5 8.5 3 6.8

貴重儀器 28 11.0 15 9.9 9 15.3 4 9.1

量產工廠 27 10.6 18 11.8 7 11.9 2 4.5

其他 3 1.2 1 0.7 2 3.4 0 0.0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7、其他服務／措施 

臺北市有 104 家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其他方面的

服務／措施，其中，有 48 家廠商（占回卷廠商的 18.8%）希望由政府

提供單一服務窗口服務。整體而言，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能提供

為補助獎勵措施、市場／拓展行銷等具體之政策工具。 

表 3-4-8 臺北市生技廠商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其他方面 

單位：次 

項目別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總計 120 47.1 60 39.5 42 71.2 18 40.9
單一服務窗口 48 18.8 26 17.1 14 23.7 8 18.2
法規鬆綁 39 15.3 19 12.5 15 25.4 5 11.4
吸引外商投資 27 10.6 13 8.6 9 15.3 5 11.4
其他 6 2.4 2 1.3 4 6.8 0 0.0

註：1.本題為複選題。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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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資訊或法規服務需求 

 臺北市生技廠商對國內外的「產品查驗登記」資訊或法規需求最多 

充分的資訊為企業經營上的必備工具，因此針對生技產業從產品

研發到上市等過程中可能需要的資訊進行調查。結果顯示，臺北市生

技廠商對於「產品查驗登記」、「市場行銷通路」、「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以及「產業市場分析」等方面的資訊需求較高，各項需求比皆達 40%
以上。 

另生技廠商對於國外的資訊需求普遍高於對於國內的資訊需求，

顯示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拓展海外市場的興趣，因此與產品上市有關

的產品查驗登記、行銷通路、上市相關法規、產業市場分析等需求較

高。至於國家方面，則廠商對於中國大陸的資訊需求最高，其次依序

為美國與日本（圖 3-4-1）。 

以「產品查驗登記」而言，有 68 家廠商（占 26.7%）有國內資訊

的需求，但有 97 家廠商（占 38.0%）有國外資訊的需求，且其中有 80
家廠商需要的資訊為中國大陸的產品查驗登記，對美國產品查驗登記

資訊有需求的廠商有 47 家，日本則有 37 家廠商，對於國內的產品查

驗登記有資訊需求的則有 6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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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9 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國內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 
單位：次 

資訊／服務需求項目 
有資訊／服務需求 國內資訊／服務需求 國外資訊／服務需求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產品查驗登記 124 48.6 68 26.7 97 38.0 

產業／市場分析 109 42.7 62 24.3 93 36.5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107 42.0 50 19.6 93 36.5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106 41.6 52 20.4 93 36.5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94 36.9 48 18.8 80 31.4 

產品／技術研發 92 36.1 53 20.8 73 28.6 

產品／技術媒合 70 27.5 47 18.4 57 22.4 

專利訴訟 67 26.3 38 14.9 52 20.4 

資金籌措管道 52 20.4 44 17.3 27 10.6 

人才媒合資訊 52 20.4 36 14.1 34 13.3 

上市、上櫃 43 16.9 37 14.5 21 8.2 

其他 2 0.8 0 0.0 2 0.8 

總計 918 360.0 535 209.8 722 283.1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35 筆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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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產業資訊需求之國家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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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產業對於國內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發現各產業因其

產業發展特性而有不同的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項目，如新興生技廠

商對於「產業／市場分析」、「產品查驗登記」與「市場行銷／通路資

訊」的需求較高（表 3-4-10）；製藥與醫療器材廠商則都以「產品查驗

登記」、「產品上市相關法規」與「市場行銷／通路資訊」的資訊需求

較高（表 3-4-11、表 3-4-12）。尤其是醫療器材廠商在前三項的需求比

率明顯高於其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突顯出其現況與新興生技廠

商發展的差異。 

表 3-4-10 臺北市新興生技產業對於國內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 

單位：次 

資訊／服務需求項目 
有資訊／服務需求 國內資訊／服務需求 國外資訊／服務需求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產業／市場分析 72 47.4 44 28.9 61 40.1 

產品查驗登記 67 44.1 39 25.7 52 34.2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63 41.4 32 21.1 55 36.2 

產品／技術研發 57 37.5 33 21.7 47 30.9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57 37.5 29 19.1 49 32.2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53 34.9 28 18.4 47 30.9 

產品／技術媒合 39 25.7 26 17.1 31 20.4 

專利訴訟 34 22.4 19 12.5 29 19.1 

資金籌措管道 32 21.1 26 17.1 16 10.5 

人才媒合資訊 31 20.4 21 13.8 19 12.5 

上市、上櫃 23 15.1 19 12.5 12 7.9 

其他 2 1.3 0 0.0 2 1.3 

總計 530 348.7 316 207.9 420 276.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新興生技家數 170 筆中，含 152 筆有效值，18 筆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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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臺北市製藥產業對於國內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 
單位：次 

資訊／服務需求項目 
有資訊／服務需求 國內資訊／服務需求 國外資訊／服務需求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產品查驗登記 28 47.5 11 18.6 23 39.0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24 40.7 10 16.9 20 33.9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24 40.7 8 13.6 23 39.0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23 39.0 9 15.3 18 30.5 

產業／市場分析 19 32.2 8 13.6 17 28.8 

專利訴訟 18 30.5 8 13.6 13 22.0 

產品／技術研發 17 28.8 10 10.9 12 20.3 

產品／技術媒合 17 28.8 9 15.3 14 23.7 

上市、上櫃 12 20.3 11 18.6 4 6.8 

人才媒合資訊 12 20.3 6 10.2 9 15.3 

資金籌措管道 7 11.9 6 10.2 4 6.8 

其他 0 0.0 0 0.0 0 0.0 

總計 201 340.7 96 162.7 157 266.1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新興生技家數 68 筆中，含 59 筆有效值，9 筆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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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北市醫療器材產業對於國內外資訊或法規服務的需求 
單位：次 

資訊／服務需求項目 
有資訊／服務需求 國內資訊／服務需求 國外資訊／服務需求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產品查驗登記 29 65.9 18 25.0 22 50.0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26 59.1 11 40.9 24 54.5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19 43.2 12 27.3 15 34.1 

產品／技術研發 18 40.9 10 22.7 14 31.8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18 40.9 11 25.0 15 34.1 

產業／市場分析 18 40.9 10 22.7 15 34.1 

專利訴訟 15 34.1 11 25.0 10 22.7 

產品／技術媒合 14 31.8 12 27.3 12 27.3 

資金籌措管道 13 29.5 12 27.3 7 15.9 

人才媒合資訊 9 20.5 9 20.5 6 13.6 

上市、上櫃 8 18.2 7 15.9 5 11.4 

其他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7 425.0 123 279.5 145 329.5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新興生技家數 52 筆中，含有效值 44 筆，遺漏值 8 筆。 
 

（三）生技人才需求及問題 

1、員工招募需求 

 臺北市生技廠商生產／製造、業務、研發人才需求較高 

99 年臺北市生技廠商中有 58.4%（149 家）的廠商有招募新員工的

需求，新增人數總計為 1,436 人。擬招募之新員工以生產／製造人力最

多，需求人數為 347 人，占擬招募總人數的 24.2%，其次為業務人力，

需求人數為 259 人，占擬招募總人數的 18.0%。至於研發的需求人數則

為 211 人，需要新增研發人才的產業則以新興生技產業最多，其次為

製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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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3 臺北市生技廠商新增員工需求之專業背景 

單位：人數 

招募員工之專業背景 

合計 新興生技 製藥 醫療器材 

新增員

工數 
百分比

（%）

新增員

工數 
百分比

（%）

新增員

工數 
百分比

（%） 
新增員

工數 
百分比

（%）

生產／製造 347 24.2 98 12.1 84 27.5 165 51.4

業務 259 18.0 154 19.0 51 16.7 54 16.8

研發 211 14.7 95 11.7 75 24.6 41 12.8

行銷 160 11.1 126 15.6 21 6.9 13 4.0

臨床試驗 79 5.5 64 7.9 13 4.3 2 0.6

中／高階經營管理 76 5.3 39 4.8 17 5.6 20 6.2

行政 64 4.5 43 5.3 14 4.6 7 2.2

財務 42 2.9 32 4.0 5 1.6 5 1.6

品保／產品管理 40 2.8 15 1.9 17 5.6 8 2.5

專利／法規 17 1.2 12 1.5 3 1.0 2 0.6

其他 141 9.8 132 16.3 5 1.6 4 1.2

總計 1,436 100.0 810 100.0 305 100.0 321 100.0

註：生技廠商家數 290 筆中，含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而在有效值 255 筆中，有

新增員工需求者有 149 筆。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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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

研發

臨床試驗

行政

中高階經營管理

財務

品保/產品管理

專利法規

其他人數

人數

新興生技

製藥

醫療器材

 
圖 3-4-2 臺北市生技廠商新增員工需求之專業背景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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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難以招募之人才背景 

 生技人才招募上，「研發」人才較難延攬 
根據調查顯示，臺北市生技廠商今年在人才招募上，以延攬「研

發」人才最為困難，有 58 家（38.9%）廠商表示研發人才難以招募；

其次為「中／高階經營管理」。 

表 3-4-14 臺北市生技廠商難以招募之人才專業類別 

單位：次 

專業背景 

合計 
（n=149） 

新興生技 
（n=89） 

製藥 
（n=34） 

醫療器材 
（n=26）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研發 58 38.9 33 37.1 13 38.2 12 46.2

中／高階經營管理 46 30.9 27 30.3 13 38.2 6 23.1

業務 29 19.5 15 16.9 2 5.9 12 46.2

行銷 26 17.4 15 16.9 5 14.7 6 23.1

臨床試驗 22 14.8 12 13.5 9 26.5 1 3.8

專利／法規 16 10.7 9 10.1 3 8.8 4 15.4

生產／製造 16 10.7 8 9.0 5 14.7 3 11.5

品保／產品管理 8 5.4 4 4.5 4 11.8 0 0.0

其他 4 2.7 2 2.2 1 2.9 1 3.8

總計 225 151.0 125 140.4 55 161.8 45 173.1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生技廠商家數 290 筆中，含有效值 255 筆，遺漏值 35 筆，而在有效值 255 筆中，

有新增員工需求者有 149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89 筆、製藥 34 筆、醫療器材 26 筆。 

3、人才招募困難原因分析 

 人才招募最主要的困難為「不易覓得適用人才」 

臺北市生技廠商在人才招募最之困難有 58.0%的廠商認為「不易覓

得適用人才」；有 27.1%的廠商則認為是「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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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5 臺北市生技廠商人才招募困難原因 

單位：次 

人才招募困難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不易覓得適用人才 148 58.0 90 59.2 30 50.8 28 63.6

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69 27.1 36 23.7 19 32.2 14 31.8

難覓高階人才 45 17.6 25 16.4 14 23.7 6 13.6

人員流動性高 36 14.1 23 15.1 8 13.6 5 11.4

薪資福利不足以吸引人才 34 13.3 17 11.2 10 16.9 7 15.9

產業吸引力低，影響投入意願 31 12.2 15 9.9 8 13.6 8 18.2

工作環境難以吸引人才投入 16 6.3 13 8.6 1 1.7 2 4.5

公司地點無法吸引人才 14 5.5 9 5.9 3 5.1 2 4.5

缺乏徵才管道 7 2.7 5 3.3 1 1.7 1 2.3

其他 3 1.2 3 2.0 0 0.0 0 0.0

總計 403 158.0 236 155.3 94 159.3 73 165.9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4、生技人才供需問題 

 臺北市半數以上的生技廠商中認為生技畢業生的專業素質／技能不

夠 

從人才供給面—國內生技相關科系的畢業生來看，臺北市生技廠

商中有 143 家（占 56.1%）認為生技畢業生的專業素質／技能不夠，有

36.1%的廠商認為生技畢業生足以供應產業所需，顯示生技人才的問題

不在於”量”的供應而在於”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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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6 臺北市生技產業人才供需問題 
單位：次 

人才供需問題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生技畢業生專業素質／

技能不夠 143 56.1 78 51.3 39 66.1 26 59.1

生技畢業生足以供應 92 36.1 64 42.1 17 28.8 11 25.0

生技畢業生的供應量不足 18 7.1 11 7.2 3 5.1 4 9.1

其他 5 2.0 1 0.7 1 1.7 3 6.8

總計 258 101.2 154 101.3 60 101.7 44 100.0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五、臺北市生技產業發展前景 

（一）臺北市最適發展之生技產業領域 

 臺北市生技廠商認為「新興生技產業」為最適合發展之生技產業類別 

由於生技產業的範圍甚廣，如本計畫所定義之產業範圍包含新興

生技、製藥與醫療器材產業，在有限的資源下，若能衡量已具備之能

量或優勢，選擇利基市場加以發展，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本

計畫針對臺北市最適發展之生技產業領域進行調查。據調查結果顯

示，有 87.1%的廠商均認為新興生技為臺北市最適發展的生技產業領

域。 

表 3-5-1 臺北市最適發展之生技產業領域 
單位：次；% 

生技產業領域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新興生技 222 87.1 143 94.1 50 84.7 29 65.9
製藥產業 56 22.0 24 15.8 24 40.7 8 18.2
醫療器材 72 28.2 28 18.4 18 30.5 26 59.1

總計 350 137.3 195 128.3 92 155.9 63 143.2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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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新興生技產業八個次產業進行分析，生技廠商認為臺北市最

適合發展的產業領域為生技製藥服務業，其次為食品生技、醫療檢測

與生技藥品。 

表 3-5-2 臺北市最適發展之生技次產業領域 

單位：次 

生技產

業領域 
次產業領域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次

數 
百分比

（%）

新興生技 

生技製藥服務業 85 33.3 55 36.2 26 44.1 4 9.1

食品生技 76 29.8 54 35.5 16 27.1 6 13.6

醫療檢測 72 28.2 41 27.0 13 22.0 18 40.9

生技藥品 56 22.0 34 22.4 20 33.9 2 4.5

環保生技 44 17.3 27 17.8 7 11.9 10 22.7

再生醫療 40 15.7 25 16.4 10 16.9 5 11.4

特化生技 38 14.9 31 20.4 5 8.5 2 4.5

農業生技 16 6.3 12 7.9 1 1.7 3 6.8

製藥產業 

西藥製劑 28 11.0 12 7.9 15 25.4 1 2.3

中草藥 24 9.4 12 7.9 8 13.6 4 9.1

原料藥 17 6.7 7 4.6 6 10.2 4 9.1

醫療器材 

診斷與監測 44 17.3 17 11.2 11 18.6 16 36.4

輔助與彌補 35 13.7 16 10.5 9 15.3 10 22.7

手術與治療 25 9.8 10 6.6 7 11.9 8 18.2

其他類醫材 17 6.7 5 3.3 4 6.8 8 18.2

總計 617 242.0 358 235.5 158 267.8 101 229.5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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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生技產業應致力發展之價值鏈環節 

 臺北市有 64.7%的生技廠商認為臺北市應致力於發展「創新研發」 

為瞭解臺北市生技廠商對於臺北市推動生技產業應致力發展之環

節，本計畫以「創新研發」→「生產製造」→「品牌通路」的產業價

值鏈調查廠商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有 64.7%的生技廠商認為臺北市應

致力於發展「創新研發」，有 31.8%的生技廠商認為臺北市應致力於發

展「品牌通路」，方能創造最大價值並永續發展。由此可知，臺北市生

技廠商對於生技產業的發展應致力於創新研發已有相當之共識。 

表 3-5-3 臺北市生技產業應致力發展之價值鏈環節 

單位：家數 

價值鏈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家數 百分比

（%）

創新研發 165 64.7 95 62.5 47 79.7 23 52.3
品牌通路 81 31.8 53 34.9 10 16.9 18 40.9
生產製造 7 2.7 4 2.6 1 1.7 2 4.5
其他 2 0.8 0 0.0 1 1.7 1 2.3

總計 255 100.0 152 100.0 59 100.0 44 100.0

註：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三）臺北市推動生技產業應加強之構面 

 臺北市生技廠商認為應加強「政府政策引導」 

為了創造生技產業最大價值目標並致力於創新研發及品牌通路，4
成以上的生技廠商認為「政府政策引導」、「提升專業人才素質」、「建

構完整的支援產業」等三項為臺北市推動生技產業應加強的構面。從

各國生技產業的發展經驗亦得知，政府政策的引導向來即為產業發展

成功的最大推手，因此，營造有利於產業發展的環境、引領產業發展

方向並集中資源聚焦投入，為生技產業發展成功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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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臺北市推動生技產業應加強之構面 

單位：次 

應加強之構面 

合計 
（n=255） 

新興生技 
（n=152） 

製藥 
（n=59） 

醫療器材 
（n=44）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次數 百分比

（%）

政府政策引導 132 51.8 70 46.1 33 55.9 29 65.9
提升專業人才素質 117 45.9 72 47.4 24 40.7 21 47.7
建構完整的支援產業 108 42.4 68 44.7 23 39.0 17 38.6
加強研發能量 100 39.2 62 40.8 23 39.0 15 34.1
活絡資金挹注 90 35.3 56 36.8 24 40.7 10 22.7
健全技轉機制 47 18.4 23 15.1 16 27.1 8 18.2

總計 594 232.9 351 230.9 143 242.4 100 227.3

註：1.本題為複選題，故各細項加總大於 100%。 
2. 有效值 255 筆，其中新興生技有 152 筆、製藥 59 筆、醫療器材 44 筆；遺漏值 3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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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計畫－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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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生技廠商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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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案 

廠商調查表 
主辦機關：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單位

名稱 
（請寫全名）

（中） 調查 

編號 

郵遞區號 營利事業暨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英）              

 
 

 
【以上各欄由普查員填寫】 

 
敬致 受調查單位： 

一、本調查係供研訂整體產業發展計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今年係第三次舉辦，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二、本調查旨在瞭解目前本市生技廠商經營情形及產業發展走向，以作為臺北市政府發展生技產業相關推動計畫之參考。 
三、貴單位提供之資料，僅供統計分析，不作租稅用途；個別資料未經 貴單位同意絕不對外發表。 
四、填寫問卷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本調查之協辦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電話：（02）2655-8233分機7010黃雅亭小姐。傳真：（02）2655-7426 或E-mail：tppc123@mail.dcb.org.tw 
五、對本調查如有任何疑問，請電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電話：（02）2799-6898 分機 214 葉乃綺小姐 

填表說明： 
一、記號註記：在選擇性問項之答案有「□」符號者，應選擇適當答案註記或「√」方式作答。本調查表中除註明＂可複選＂外，其餘題目皆以＂單選＂作答。 
二、資料時期：訪問表內問項註明「全年」者，係指 98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累計數。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敬上 

============================================================================================================================================= 

壹、公司（單位）基本資料  

一、填表人資料：1.填表人姓名：  2.填表人部門：  3.填表人職稱：  

4.填表人電話：（  ）  5.傳真：（  ）  

二、公司登記地址：□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三、公司對外聯繫之 E-mail： （本信箱僅作發送相關重要快訊及市府即時公告事務使用） 

四、公司組織別：1.公營或民營：□公營 □民營 2.類型：□公司組織 □獨資或合夥 □其他組織 

五、公司經營基本資料： 

1.負責人姓名：  2.董事長姓名：  3.總經理姓名：  

4.實收資本額： 萬元 5.公司網址：  

六、成立時間：民國 年 月；進駐臺北市時間：□同成立時間 □不同，為民國 年 月，遷移至臺北市原因  

查訪地址 
         

市 
          

區 
         

里 
          

□路 
□街    段   巷   弄   之   號   樓    室 

1. 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辦理統
計時，被調查者無論為機關、團體或個人，
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 本表所填資料，係供研訂整體產業發展計畫
與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不作
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申報。 

核 定 機 關 ： 臺 北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核定文號：北市主公統字第 09930555100 號 
實施日期：民國 99 年 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 
有 效 期 間 ： 民 國 9 9 年 6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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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單位）營運概況  

一、工 廠 設 置 ：□無 □同公司登記地址 □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二、實驗室設置：□無 □同公司登記地址 □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三、就 貴公司在生技產業的產品或經營/服務項目，請依重要性填寫最主要的兩項產業領域代碼：□□，□□（代碼請參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四、98 年度  貴公司之人力配置情形： 

1.公司總員工數（僱用員工包括常僱及臨時員工；不包括長期服務於國外其他企業及關係企業人員）共計  人 

2.總員工數中，與新興生技、製藥或醫療器材產業有關的生技員工人數計有 人（有關新興生技/製藥/醫材產業定義參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生技員工人數中依組織功能分：研發（含研究以及技術/製程/產品開發）   人、生產/製造   人、品保/產品管理   人、臨床試驗   人、 

中/高階經營管理   人、專利/法規   人、行銷   人、業務   人、行政   人、其他，如    ，   人 

 企業能量  

五、貴公司目前的業務範圍已具備下列何種能量/能力？（可複選） 

□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六、針對上述 貴公司已具備之能量，有無能力可接受委託？有哪些業務可接受委託（可複選）？ 

□無 

□有，可受託業務為：□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七、貴公司目前有無委外之業務？委外之業務有哪些（可複選）？  

□無 

□有，委外之業務為：□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八、貴公司目前有無產品上市？已上市產品為自有或代理？□無 □有，產品為：□自有產品 □代理產品 □自有及代理產品均有 

九、貴公司目前有無開發中產品？□無 □有，產品為□□□□、□□□□、□□□□（以三項為限，並請填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十、貴公司目前已有提供哪些服務業務？（可複選） □提供代工服務 □提供研發服務 □提供檢測服務 □提供設備/儀器/實驗器材/動物服務 

□提供臨床試驗 □以上皆無 □為通路/零售業者 □其他，請說明   

營業收支情形  

十一、98 年公司營業收入 

1. 98 年全年營業收入為 萬元，與 97 年相較□成長 % □衰退 % □持平 

2. 98 年營收中，外銷收入（含中國大陸）佔全年營收的 %；外銷額前三大國家依序為 、 、 國，各佔全年營收的 %、 %、 % 

主要的外銷產品為：□□□□、□□□□、□□□□（請填寫外銷額最高的三項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3.98 年營收中，生技營收（包括新興生技產業/製藥產業/醫療器材產業，產品定義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為 萬元 

與 97 年相較□成長 % □衰退 %   □持平 ※請將生技營收依各項來源填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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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生技各 

產業營業額 

（可複選） 

各領域營業額 

（各領域合計須為產業營業

額） 

各類收入來源佔營業額比例（%）

（六項合計須為 100%） 各產品類別佔產業營業額之比例 

（各產品類別合計須為 100%） 自有
產品

代工
收入 

代理
產品

授權
收入 

服務
收入 

其他
收入

□A.新興生技產業 

 萬元 

A1  醫療檢測 

 萬元       
醫用診斷試劑/試紙   %；醫用診斷儀器   %；診斷用生物晶片   %； 

代檢服務   %；檢測用抗體製備   %；分子診斷   % 

A2  特化生技 

 萬元       
生技化妝/保養品   %；含藥化妝/保養品   %；胺基酸   %；酵素   %； 

生體高分子   % 

A3 生技/製藥服務業 

 萬元       
委託研發（CRO）   %；委託生產（CMO）   %；臨床試驗管理顧問（SMO）   %；

實驗儀器/材料/動物供應   %；生技智財管理與技轉/鑑價   %；資訊服務/人培   %

A4  食品生技 

 萬元
      微生物類保健食品   %；機能性保健食品   % 

A5  環保生技 

 萬元       
環境生物製劑   %；環保檢驗試劑   %；生物感測器   %；生物能源   %； 

生物可分解材料   % 

A6  農業生技 

 萬元       
動物用疫苗   %；植物種苗   %；水產養殖生技   %；畜禽生技   %； 

生物性肥料   %；生物性農藥   %；檢測診斷   %；動物用藥   % 

A7  再生醫療 

 萬元
      幹細胞   %；臍帶血儲存   %；生醫材料   % 

A8  生技藥品 

 萬元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血液製劑   %；疫苗及類毒素   %；過敏原製劑   %

□B.製藥產業 

 萬元 

B1 原料藥 

 萬元       
抗生素   %；維生素（維它命）    %；激素（荷爾蒙）    %；鎮靜催眠藥   %；

胃腸道作用藥（原料藥）    %；麻醉藥品（原料藥   %；賦型劑   %；其他   %

B2 西藥製劑 

 萬元
      

麻醉藥品製劑   %；心臟脈管與腎作用藥   %；呼吸道作用藥   %； 

胃腸道作用藥（藥品製劑）    %；營養與電解質液   %；抗過敏抗組織胺用藥   %；

血液與造血器官作用藥   %；激素與影響激素機能作用藥   %；免疫性用藥   %；

抗腫瘤藥   %；抗微生物藥   %；皮膚用藥   %；其他西藥製劑   % 

B3 中藥 

 萬元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之西藥劑型   %；中藥濃縮製劑   %；中藥新藥   %

□C.醫療器材產業 

  萬元 

C1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萬元
      醫學影像   %；生理檢測器材   %；醫療資訊系統   %；醫用監測裝置   % 

C2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萬元
      行動輔助器材   %；補綴器材   %；器官替代產品   %；器官輔助產品   % 

C3 手術與治療用醫材 

 萬元       
無動力手術器具   %；動力手術器具   %；放射治療設備   %；洗腎器具   %；

物理治療器具   %；呼吸與麻醉用器具   % 

C4 其他類醫療器材 

 萬元       
醫用家具   %；個人保護器材   %；傷口護理器材   %；注射器材及導管   %；

其他塑、橡膠與紙類製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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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預估 貴公司今（99）年的生技營收與去（98）年相較，將會□成長 % □衰退 % □持平，您預估成長/衰退/持平的原因為何？  

十三、98 年全年營業支出為 萬元，其中與研發、製造與推銷有關的各項成本費用佔 98 年全年營業支出之比例各為何？（若無請填「0」） 

1.研發經費（含技術移轉/授權費用，指為改進生產、銷售或服務技術、開發新產品等之資本性與一般性費用支出）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2.製造成本（包括生產所需之各項原材物料、直接/間接人工成本及生產用之修繕、折舊、水電、消耗品等製造費用）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3.推銷費用（指產品銷售之相關費用，包括推銷人員薪資、廣告費用、運費、推銷佣金等推銷部門所發生之費用）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十四、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情形 

1.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收入（即出售技術）為 萬元，占公司營業收入的 %（若無，請填「0」） 

授權對象來自於□國內，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國外，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2.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支出（即購買技術）為 萬元，占公司營業支出的 %（若無，請填「0」） 

授權對象來自於□國內，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國外，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參、意向與需求調查  

 政策/服務需求  

一、貴公司目前在公司經營上所遭遇的困難主要來自於下列哪方面？其主要問題為何？（可複選，若有未盡之選項，均請於＂其他＂選項中說明） 

□產品：□產品開發專業能力不足 □新產品開發時程過長 □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 □產品安全與療效評估成本高 □技術取得不易 

□市場：□國內市場過小 □市場競爭機制不夠健全 □缺乏海外市場通路 □難以建立國內行銷通路 □行銷能力不足 

□資金：□缺乏資金籌措管道 □人事/薪資成本太高 □機器設備成本太高 □研發成本過高 □行銷成本太高 □土地成本太高 

□人才：□生技人才供應不足 □生技人才專業能力不足 □缺乏高階經營管理人才 □缺乏有產業經驗的生技人才 □缺乏有研發經驗的生技人才 

□法規：□國內法規不足／不明確 □國內法規無法與國外接軌 □現行法規不合時宜 □現行法規限制過多，請說明  

□政策：□政府推動或投入不夠 □政府研發補助經費不足 □政策搖擺不定/不明確 □政府政策無法提供完善的支援，請說明  

□其他：□技術研發資訊不足 □缺乏市場資訊 □缺乏週邊支援產業 □產業基盤建設不足 □臨床試驗經驗不足 □其他，  

二、針對上述之經營困難，貴公司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哪方面的服務或政策工具？（可複選） 

□研發/產品開發：□技術移轉 □新產品上市輔導 □業界研發聯盟 □與學研界合作開發 □建立專家諮詢服務平臺 □技術創新輔導  

□市場拓展/行銷：□外銷聯盟 □海外市場媒合 □組團海外參展 □建立國際生技專業形象 □提高國內產品品質門檻 □其他，  

□資 金 / 融 資：□創業發展基金 □低利融資貸款 □投資抵減 □租稅減免優惠 □活絡創投資金 □其他，  

□補助/獎勵措施：□研發經費補助 □研發獎勵措施 □海外參展補助 □海外行銷補助 □延攬海外人才薪資補助 □其他，  

□空 間 / 設 備：□實驗室空間 □貴重儀器 □量產工廠 □設置生技園區 □其他，請說明  

□人 才  培  育：□產學合作/業界實習 □國內外人才媒合 □長/短期培訓 □生技從業人員專業認證 □吸引海外生技人才回臺 □其他，請說明  

□其他服務/措施：□單一服務窗口 □吸引外商投資 □法規鬆綁，請說明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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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公司是否有下述之國內外資訊或法規的服務需求（可複選）？若為海外地區的法規或資訊需求，請填寫國家別 

 國內 海外，國家別 

□產品/技術研發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查驗登記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專利訴訟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業/市場分析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資金籌措管道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上市、上櫃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技術媒合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人才媒合資訊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其他，如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企業營運規劃與空間/人才需求  

四、今年至 2012 年底，貴公司有無規劃於國內或海外（含中國大陸）進行產業佈局計畫？佈局活動與國家為何？（若為國內，請寫＂臺灣＂，若為中國大陸，請寫＂

中國＂） 

□無 □有，主要活動與國家為（可複選）：□成立分公司， 國 □成立合資企業， 國 □海外設廠， 國 

 □購併， 國 □研發合作， 國 □產品上市， 國 □臨床試驗， 國 

 □產品授權， 國 □技術授權， 國 □其他，請說明 ， 國  

五、今年至 2012 年底， 貴公司是否有在國內或海外（含中國大陸）進行產品上市的規劃？ 

□無 □有，主要產品類別為□□□□、□□□□、□□□□（若有多項產品，以三項為限，並請填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六、今年至 2012 年底， 貴公司是否有在國內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的規劃？□否 ＜跳答至八＞ □是 （續答七） 

七、承上題， 貴公司的規劃為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可複選）？預定地點將位於哪一縣市？所需之使用面積約為多少？主要用途及其比例各為何？ 

 縣 市 使用面積（坪）  主要用途及面積比例  

□新增分公司／部門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設廠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搬遷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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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貴公司今年是否有招募新員工之需求？□無＜跳答至十一＞ □有 （續答九） 

九、承上題， 貴公司今年擬招募之新員工數約      人，依專業背景分各為多少人？ 

□研發（含研究、技術/製程/產品開發） 人 □臨床試驗 人 □生產/製造 人 □專利/法規 人 □品保/產品管理 人 

□中/高階經營管理 人 □行銷 人 □業務 人 □行政 人 □財務 人 □其他，如 ， 人 

十、承上題，上述各類專業人才，哪類人才招募最為困難？（可複選） 

□研發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專利/法規 □品保/產品管理 □中/高階經營管理 □行銷 □業務 □其他，如  

十一、整體而言，貴公司在人才招募上最主要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不易覓得適用人才 □難覓高階人才 □公司地點無法吸引人才 □產業吸引力低，影響投入意願 □人員流動性高 

□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缺乏徵才管道 □薪資福利不足以吸引人才 □工作環境難以吸引人才投入 □其他，請說明  

十二、您認為目前國內生技相關科系的畢業生，是否足以供應國內產業所需？（可複選） 

□生技畢業生足以供應 □生技畢業生的供應量不足 □生技畢業生的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其他，請說明  

產業發展建議  
十三、您認為臺北市最適合發展、應作為發展重心的生技產業領域及理由為何？（可複選） 

□新興生技：□醫療檢測 □特化生技 □生技製藥服務業 □食品生技 □環保生技 □農業生技 □再生醫療 □生技藥品 

□製藥產業：□原料藥 □西藥製劑 □中草藥 

□醫療器材：□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手術與治療用醫材 □其他類醫材 

理由： 

  

十四、從「創新研發」→「生產製造」→「品牌通路」的價值鏈來看，臺北市的生技產業應致力於發展哪一環節，方能創造最大價值並永續發展？ 

□創新研發 □生產製造 □品牌通路 □其他意見：  

十五、承上題，臺北市生技產業的推動應加強哪些構面，才能達到上述目標？（可複選，以三項為限） 

□政府政策引導 □加強研發能量 □提升專業人才素質 □活絡資金挹注 □健全技轉機制 □建構完整的支援產業 

□其他，請說明  

十六、針對臺北市生技產業的發展，有無其他建議？ 

  
問卷調查至此結束 謝謝您的填答 

 
日期： 
附記欄： 

訪員 檢誤人員 指導審核員 

 

 

  



 

 

附表：產業領域/產品代碼表 
A、新興生技產業 B、製藥產業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醫療檢測 A1 

醫用診斷試劑/試紙 A101 

原料藥 B1 

抗生素 B101 
醫用診斷儀器 A102 維生素（維它命） B102 
診斷用生物晶片 A103 激素（荷爾蒙） B103 
代檢服務 A104 胃腸道作用藥（原料藥） B104 
檢測用抗體製備 A105 麻醉藥品（原料藥） B105 
分子診斷 A106 鎮靜催眠藥 B106 
  賦型劑 B107 

特化生技 A2 

酵素 A201 其他原料藥 B108 
生技化妝品/保養品 （註 1） A202 

西藥製劑 B2 

麻醉藥品製劑 B201 
含藥化妝品/保養品 （註 2） A203 心臟脈管與腎作用藥 B202 
胺基酸 A204 呼吸道作用藥 B203 
生體高分子 A205 胃腸道作用藥（藥品製劑） B204 
  營養與電解質液 B205 

生技製藥服
務業 A3 

委託研發（CRO） A301 血液與造血器官作用藥 B206 
委託生產（CMO） A302 激素與影響激素機能作用藥 B207 
臨床試驗管理顧問（SMO） A303 免疫性用藥 B208 
實驗儀器/材料/動物供應 A304 抗腫瘤藥 B209 
生技智財管理與技轉/鑑價 A305 抗微生物藥 B210 
人才培訓 A306 抗過敏抗組織胺用藥 B211 
資訊市場服務 A307 皮膚用藥 B212 
  其他西藥製劑 B213 

食品生技 A4 
微生物類保健食品 A401 

中藥 B3 

中藥傳統製劑 B301 
機能性保健食品 A402 中藥之西藥劑型 B302 
  中藥濃縮製劑 B303 

環保生技 A5 

環境生物製劑 A501 中藥新藥 B304 
環保檢驗試劑 A502     

生物感測器 A503 C、醫療器材產業 

生物可分解材料 A504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生物能源 A505 
診斷與監測 

用醫材 C1 

醫學影像 C101 
  生理檢測器材 C102 

農業生技 A6 

動物用疫苗 A601 醫療資訊系統 C103 
植物種苗 A602 醫用監測裝置 C104 
水產養殖生技 A603 

輔助與彌補 
用醫材 C2 

行動輔助器材 C201 
畜禽生技 A604 補綴器材 C202 
生物性肥料 A605 器官替代產品 C203 
生物性農藥 A606 器官輔助產品 C204 
檢測診斷 A607 

手術與治療 
用醫材 C3 

無動力手術器具 C301 
動物用藥品 A608 動力手術器具 C302 
  放射治療設備 C303 

再生醫療 A7 

幹細胞 A701 洗腎器具 C304 
臍帶血儲存 A702 物理治療器具 C305 
生醫材料 A703 呼吸與麻醉用器具 C306 
  

其他類醫材 C4 

醫用家具 C401 

生技藥品 A8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A801 個人保護器材 C402 
血液製劑 A802 傷口護理器材 C403 
疫苗及類毒素 A803 注射器材及導管 C404 
過敏原製劑 A804 其他塑、橡膠與紙類製品 C405 
      

非屬上述產品者 
（請以文字說明） D000   

註 1：生技化妝/保養品指含有運用或來自生物技術之成分（如玻尿酸、果酸、膠原蛋白、草藥植物…等），不含成分為化學品之化妝保養

品。 
註 2：含藥化妝/保養品指含有醫療或藥品化妝/保養品，且需經衛生署核發登記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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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生技產業調查案 
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調查表 

主辦機關：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單位

名稱 
（請寫全名）

（中） 調查 

編號 

郵遞區號 營利事業暨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英）              

【以上各欄由普查員填寫】 
 
敬致 受調查單位： 

一、本調查係供研訂整體產業發展計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今年係第三次舉辦，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二、本調查旨在瞭解目前本市生技廠商經營情形及產業發展走向，以作為臺北市政府發展生技產業相關推動計畫之參考。 
三、貴單位提供之資料，僅供統計分析，不作租稅用途；個別資料未經 貴單位同意絕不對外發表。 
四、填寫問卷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本調查之協辦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電話：（02）2655-8233分機7010黃雅亭小姐。傳真：（02）2655-7426 或E-mail：tppc123@mail.dcb.org.tw 
五、對本調查如有任何疑問，請電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電話：（02）2799-6898 分機 214 葉乃綺小姐 

填表說明： 
一、記號註記：在選擇性問項之答案有「□」符號者，應選擇適當答案註記或「√」方式作答。本調查表中除註明＂可複選＂外，其餘題目皆以＂單選＂作答。 
二、資料時期：訪問表內問項註明「全年」者，係指 98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累計數。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敬上 

============================================================================================================================================= 

壹、公司（單位）基本資料   【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黑框內問項可無需填寫】 

一、填表人資料：1.填表人姓名：  2.填表人部門：  3.填表人職稱：  

4.填表人電話：（  ）  5.傳真：（  ）  

二、公司登記地址：□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三、公司對外聯繫之 E-mail： （本信箱僅作發送相關重要快訊及市府即時公告事務使用） 

四、公司組織別：1.公營或民營：□公營 □民營 2.類型：□公司組織 □獨資或合夥 □其他組織 

五、公司經營基本資料： 

1.負責人姓名：  2.董事長姓名：  3.總經理姓名：  

4.實收資本額： 萬元 5.公司網址：  

六、成立時間：民國 年 月；進駐臺北市時間：□同成立時間 □不同，為民國 年 月，遷移至臺北市原因  

查訪地址 
         

市 
          

區 
         

里 
          

□路 
□街    段   巷   弄   之   號   樓    室 

1. 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辦理統
計時，被調查者無論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
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 本表所填資料，係供研訂整體產業發展計畫與
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不作其他用
途。請惠予合作，據實申報。 

核 定 機 關 ： 臺 北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核定文號：北市主公統字第 09930555100 號

實施日期：民國 99 年 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

有效期間：民國 9 9 年 6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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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單位）營運概況  

一、工 廠 設 置 ：□無 □同公司登記地址 □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二、實驗室設置：□無 □同公司登記地址 □同訪查地址 □不同訪查地址，地址：  

三、就 貴公司在生技產業的產品或經營/服務項目，請依重要性填寫最主要的兩項產業領域代碼：□□，□□（代碼請參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四、98 年度  貴公司之人力配置情形： 

1.公司總員工數（僱用員工包括常僱及臨時員工；不包括長期服務於國外其他企業及關係企業人員）共計  人 

2.總員工數中，與新興生技、製藥或醫療器材產業有關的生技員工人數計有 人（有關新興生技/製藥/醫材產業定義參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生技員工人數中依組織功能分：研發（含研究以及技術/製程/產品開發）   人、生產/製造   人、品保/產品管理   人、臨床試驗   人、 

中/高階經營管理   人、專利/法規   人、行銷   人、業務   人、行政   人、其他，如    ，   人 

 企業能量  

五、貴公司目前的業務範圍已具備下列何種能量/能力？（可複選） 

□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六、針對上述 貴公司已具備之能量，有無能力可接受委託？有哪些業務可接受委託（可複選）？ 

□無 

□有，可受託業務為：□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七、貴公司目前有無委外之業務？委外之業務有哪些（可複選）？  

□無 

□有，委外之業務為：□技術研發 □產品開發 □動物試驗 □臨床前試驗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產品檢測 □產品行銷 □其他，請說明  

八、貴公司目前有無產品上市？已上市產品為自有或代理？□無 □有，產品為：□自有產品 □代理產品 □自有及代理產品均有 

九、貴公司目前有無開發中產品？□無 □有，產品為□□□□、□□□□、□□□□（以三項為限，並請填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十、貴公司目前已有提供哪些服務業務？（可複選） □提供代工服務 □提供研發服務 □提供檢測服務 □提供設備/儀器/實驗器材/動物服務 

□提供臨床試驗 □以上皆無 □為通路/零售業者 □其他，請說明   

營業收支情形  

十一、98 年公司營業收入 

1. 98 年全年營業收入為 萬元，與 97 年相較□成長 % □衰退 % □持平 

2. 98 年營收中，外銷收入（含中國大陸）佔全年營收的 %；外銷額前三大國家依序為 、 、 國，各佔全年營收的 %、 %、 % 

主要的外銷產品為：□□□□、□□□□、□□□□（請填寫外銷額最高的三項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3.98 年營收中，生技營收（包括新興生技產業/製藥產業/醫療器材產業，產品定義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為 萬元 

與 97 年相較□成長 % □衰退 %   □持平 ※請將生技營收依各項來源填入下表※ 



 

3 

98 年生技各 

產業營業額 

（可複選） 

各領域營業額 

（各領域合計須為產業營業

額） 

各類收入來源佔營業額比例（%）

（六項合計須為 100%） 各產品類別佔產業營業額之比例 

（各產品類別合計須為 100%） 自有
產品

代工
收入 

代理
產品

授權
收入 

服務
收入 

其他
收入

□A.新興生技產業 

 萬元 

A1  醫療檢測 

 萬元       
醫用診斷試劑/試紙   %；醫用診斷儀器   %；診斷用生物晶片   %； 

代檢服務   %；檢測用抗體製備   %；分子診斷   % 

A2  特化生技 

 萬元       
生技化妝/保養品   %；含藥化妝/保養品   %；胺基酸   %；酵素   %； 

生體高分子   % 

A3 生技/製藥服務業 

 萬元       
委託研發（CRO）   %；委託生產（CMO）   %；臨床試驗管理顧問（SMO）   %；

實驗儀器/材料/動物供應   %；生技智財管理與技轉/鑑價   %；資訊服務/人培   %

A4  食品生技 

 萬元
      微生物類保健食品   %；機能性保健食品   % 

A5  環保生技 

 萬元       
環境生物製劑   %；環保檢驗試劑   %；生物感測器   %；生物能源   %； 

生物可分解材料   % 

A6  農業生技 

 萬元       
動物用疫苗   %；植物種苗   %；水產養殖生技   %；畜禽生技   %； 

生物性肥料   %；生物性農藥   %；檢測診斷   %；動物用藥   % 

A7  再生醫療 

 萬元
      幹細胞   %；臍帶血儲存   %；生醫材料   % 

A8  生技藥品 

 萬元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血液製劑   %；疫苗及類毒素   %；過敏原製劑   %

□B.製藥產業 

 萬元 

B1 原料藥 

 萬元       
抗生素   %；維生素（維它命）    %；激素（荷爾蒙）    %；鎮靜催眠藥   %；

胃腸道作用藥（原料藥）    %；麻醉藥品（原料藥   %；賦型劑   %；其他   %

B2 西藥製劑 

 萬元
      

麻醉藥品製劑   %；心臟脈管與腎作用藥   %；呼吸道作用藥   %； 

胃腸道作用藥（藥品製劑）    %；營養與電解質液   %；抗過敏抗組織胺用藥   %；

血液與造血器官作用藥   %；激素與影響激素機能作用藥   %；免疫性用藥   %；

抗腫瘤藥   %；抗微生物藥   %；皮膚用藥   %；其他西藥製劑   % 

B3 中藥 

 萬元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之西藥劑型   %；中藥濃縮製劑   %；中藥新藥   %

□C.醫療器材產業 

  萬元 

C1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萬元
      醫學影像   %；生理檢測器材   %；醫療資訊系統   %；醫用監測裝置   % 

C2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萬元
      行動輔助器材   %；補綴器材   %；器官替代產品   %；器官輔助產品   % 

C3 手術與治療用醫材 

 萬元       
無動力手術器具   %；動力手術器具   %；放射治療設備   %；洗腎器具   %；

物理治療器具   %；呼吸與麻醉用器具   % 

C4 其他類醫療器材 

 萬元       
醫用家具   %；個人保護器材   %；傷口護理器材   %；注射器材及導管   %；

其他塑、橡膠與紙類製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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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預估 貴公司今（99）年的生技營收與去（98）年相較，將會□成長 % □衰退 % □持平，您預估成長/衰退/持平的原因為何？  

十三、98 年全年營業支出為 萬元，其中與研發、製造與推銷有關的各項成本費用佔 98 年全年營業支出之比例各為何？（若無請填「0」） 

1.研發經費（含技術移轉/授權費用，指為改進生產、銷售或服務技術、開發新產品等之資本性與一般性費用支出）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2.製造成本（包括生產所需之各項原材物料、直接/間接人工成本及生產用之修繕、折舊、水電、消耗品等製造費用）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3.推銷費用（指產品銷售之相關費用，包括推銷人員薪資、廣告費用、運費、推銷佣金等推銷部門所發生之費用）佔全年營業支出的 % 

十四、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情形 

1.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收入（即出售技術）為 萬元，占公司營業收入的 %（若無，請填「0」） 

授權對象來自於□國內，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國外，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2.98 年技術移轉/授權支出（即購買技術）為 萬元，占公司營業支出的 %（若無，請填「0」） 

授權對象來自於□國內，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國外，機構性質為□財團法人機構 □學術機構 □公司 □個人 □其他，請說明  

參、意向與需求調查  

 政策/服務需求  

一、貴公司目前在公司經營上所遭遇的困難主要來自於下列哪方面？其主要問題為何？（可複選，若有未盡之選項，均請於＂其他＂選項中說明） 

□產品：□產品開發專業能力不足 □新產品開發時程過長 □新產品審核時程過長 □產品安全與療效評估成本高 □技術取得不易 

□市場：□國內市場過小 □市場競爭機制不夠健全 □缺乏海外市場通路 □難以建立國內行銷通路 □行銷能力不足 

□資金：□缺乏資金籌措管道 □人事/薪資成本太高 □機器設備成本太高 □研發成本過高 □行銷成本太高 □土地成本太高 

□人才：□生技人才供應不足 □生技人才專業能力不足 □缺乏高階經營管理人才 □缺乏有產業經驗的生技人才 □缺乏有研發經驗的生技人才 

□法規：□國內法規不足／不明確 □國內法規無法與國外接軌 □現行法規不合時宜 □現行法規限制過多，請說明  

□政策：□政府推動或投入不夠 □政府研發補助經費不足 □政策搖擺不定/不明確 □政府政策無法提供完善的支援，請說明  

□其他：□技術研發資訊不足 □缺乏市場資訊 □缺乏週邊支援產業 □產業基盤建設不足 □臨床試驗經驗不足 □其他，  

二、針對上述之經營困難，貴公司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能提供哪方面的服務或政策工具？（可複選） 

□研發/產品開發：□技術移轉 □新產品上市輔導 □業界研發聯盟 □與學研界合作開發 □建立專家諮詢服務平臺 □技術創新輔導  

□市場拓展/行銷：□外銷聯盟 □海外市場媒合 □組團海外參展 □建立國際生技專業形象 □提高國內產品品質門檻 □其他，  

□資 金 / 融 資：□創業發展基金 □低利融資貸款 □投資抵減 □租稅減免優惠 □活絡創投資金 □其他，  

□補助/獎勵措施：□研發經費補助 □研發獎勵措施 □海外參展補助 □海外行銷補助 □延攬海外人才薪資補助 □其他，  

□空 間 / 設 備：□實驗室空間 □貴重儀器 □量產工廠 □設置生技園區 □其他，請說明  

□人 才  培  育：□產學合作/業界實習 □國內外人才媒合 □長/短期培訓 □生技從業人員專業認證 □吸引海外生技人才回臺 □其他，請說明  

□其他服務/措施：□單一服務窗口 □吸引外商投資 □法規鬆綁，請說明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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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公司是否有下述之國內外資訊或法規的服務需求（可複選）？若為海外地區的法規或資訊需求，請填寫國家別 

 國內 海外，國家別 

□產品/技術研發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臨床試驗相關法規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上市相關法規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查驗登記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專利訴訟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市場行銷/通路資訊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業/市場分析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資金籌措管道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上市、上櫃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產品/技術媒合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人才媒合資訊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其他，如 □ □， □中國大陸 □美國 □日本 □紐/澳 □東南亞， 國 □歐洲， 國 □其他， 國 

 

 企業營運規劃與空間/人才需求  

四、今年至 2012 年底，貴公司有無規劃於國內或海外（含中國大陸）進行產業佈局計畫？佈局活動與國家為何？（若為國內，請寫＂臺灣＂，若為中國大陸，請寫＂

中國＂） 

□無 □有，主要活動與國家為（可複選）：□成立分公司， 國 □成立合資企業， 國 □海外設廠， 國 

 □購併， 國 □研發合作， 國 □產品上市， 國 □臨床試驗， 國 

 □產品授權， 國 □技術授權， 國 □其他，請說明 ， 國  

五、今年至 2012 年底， 貴公司是否有在國內或海外（含中國大陸）進行產品上市的規劃？ 

□無 □有，主要產品類別為□□□□、□□□□、□□□□（若有多項產品，以三項為限，並請填產品代碼，代碼見附表：產業領域代碼表） 

六、今年至 2012 年底， 貴公司是否有在國內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的規劃？□否 ＜跳答至八＞ □是 （續答七） 

七、承上題， 貴公司的規劃為新增分公司／部門、設廠或搬遷（可複選）？預定地點將位於哪一縣市？所需之使用面積約為多少？主要用途及其比例各為何？ 

 縣 市 使用面積（坪）  主要用途及面積比例  

□新增分公司／部門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設廠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搬遷                 坪 行政辦公   % 研發   % 量產製造   % 其他，    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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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貴公司今年是否有招募新員工之需求？□無＜跳答至十一＞ □有 （續答九） 

九、承上題， 貴公司今年擬招募之新員工數約      人，依專業背景分各為多少人？ 

□研發（含研究、技術/製程/產品開發） 人 □臨床試驗 人 □生產/製造 人 □專利/法規 人 □品保/產品管理 人 

□中/高階經營管理 人 □行銷 人 □業務 人 □行政 人 □財務 人 □其他，如 ， 人 

十、承上題，上述各類專業人才，哪類人才招募最為困難？（可複選） 

□研發 □臨床試驗 □生產/製造 □專利/法規 □品保/產品管理 □中/高階經營管理 □行銷 □業務 □其他，如  

十一、整體而言，貴公司在人才招募上最主要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不易覓得適用人才 □難覓高階人才 □公司地點無法吸引人才 □產業吸引力低，影響投入意願 □人員流動性高 

□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缺乏徵才管道 □薪資福利不足以吸引人才 □工作環境難以吸引人才投入 □其他，請說明  

十二、您認為目前國內生技相關科系的畢業生，是否足以供應國內產業所需？（可複選） 

□生技畢業生足以供應 □生技畢業生的供應量不足 □生技畢業生的專業素質/技能不夠 □其他，請說明  

產業發展建議  
十三、您認為臺北市最適合發展、應作為發展重心的生技產業領域及理由為何？（可複選） 

□新興生技：□醫療檢測 □特化生技 □生技製藥服務業 □食品生技 □環保生技 □農業生技 □再生醫療 □生技藥品 

□製藥產業：□原料藥 □西藥製劑 □中草藥 

□醫療器材：□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手術與治療用醫材 □其他類醫材 

理由： 

  

十四、從「創新研發」→「生產製造」→「品牌通路」的價值鏈來看，臺北市的生技產業應致力於發展哪一環節，方能創造最大價值並永續發展？ 

□創新研發 □生產製造 □品牌通路 □其他意見：  

十五、承上題，臺北市生技產業的推動應加強哪些構面，才能達到上述目標？（可複選，以三項為限） 

□政府政策引導 □加強研發能量 □提升專業人才素質 □活絡資金挹注 □健全技轉機制 □建構完整的支援產業 

□其他，請說明  

十六、針對臺北市生技產業的發展，有無其他建議？ 

  
問卷調查至此結束 謝謝您的填答 

 
日期： 
附記欄： 

訪員 檢誤人員 指導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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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產業領域/產品代碼表 
A、新興生技產業 B、製藥產業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醫療檢測 A1 

醫用診斷試劑/試紙 A101 

原料藥 B1 

抗生素 B101 
醫用診斷儀器 A102 維生素（維它命） B102 
診斷用生物晶片 A103 激素（荷爾蒙） B103 
代檢服務 A104 胃腸道作用藥（原料藥） B104 
檢測用抗體製備 A105 麻醉藥品（原料藥） B105 
分子診斷 A106 鎮靜催眠藥 B106 
  賦型劑 B107 

特化生技 A2 

酵素 A201 其他原料藥 B108 
生技化妝品/保養品 （註 1） A202 

西藥製劑 B2 

麻醉藥品製劑 B201 
含藥化妝品/保養品 （註 2） A203 心臟脈管與腎作用藥 B202 
胺基酸 A204 呼吸道作用藥 B203 
生體高分子 A205 胃腸道作用藥（藥品製劑） B204 
  營養與電解質液 B205 

生技製藥服
務業 A3 

委託研發（CRO） A301 血液與造血器官作用藥 B206 
委託生產（CMO） A302 激素與影響激素機能作用藥 B207 
臨床試驗管理顧問（SMO） A303 免疫性用藥 B208 
實驗儀器/材料/動物供應 A304 抗腫瘤藥 B209 
生技智財管理與技轉/鑑價 A305 抗微生物藥 B210 
人才培訓 A306 抗過敏抗組織胺用藥 B211 
資訊市場服務 A307 皮膚用藥 B212 
  其他西藥製劑 B213 

食品生技 A4 
微生物類保健食品 A401 

中藥 B3 

中藥傳統製劑 B301 
機能性保健食品 A402 中藥之西藥劑型 B302 
  中藥濃縮製劑 B303 

環保生技 A5 

環境生物製劑 A501 中藥新藥 B304 
環保檢驗試劑 A502     

生物感測器 A503 C、醫療器材產業 

生物可分解材料 A504 產業領域 領域代碼 產品類別 產品代碼

生物能源 A505 
診斷與監測 

用醫材 C1 

醫學影像 C101 
  生理檢測器材 C102 

農業生技 A6 

動物用疫苗 A601 醫療資訊系統 C103 
植物種苗 A602 醫用監測裝置 C104 
水產養殖生技 A603 

輔助與彌補 
用醫材 C2 

行動輔助器材 C201 
畜禽生技 A604 補綴器材 C202 
生物性肥料 A605 器官替代產品 C203 
生物性農藥 A606 器官輔助產品 C204 
檢測診斷 A607 

手術與治療 
用醫材 C3 

無動力手術器具 C301 
動物用藥品 A608 動力手術器具 C302 
  放射治療設備 C303 

再生醫療 A7 

幹細胞 A701 洗腎器具 C304 
臍帶血儲存 A702 物理治療器具 C305 
生醫材料 A703 呼吸與麻醉用器具 C306 
  

其他類醫材 C4 

醫用家具 C401 

生技藥品 A8 

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 A801 個人保護器材 C402 
血液製劑 A802 傷口護理器材 C403 
疫苗及類毒素 A803 注射器材及導管 C404 
過敏原製劑 A804 其他塑、橡膠與紙類製品 C405 
      

非屬上述產品者 
（請以文字說明） D000   

註 1：生技化妝/保養品指含有運用或來自生物技術之成分（如玻尿酸、果酸、膠原蛋白、草藥植物等），不含成分為化學品之化妝保養品。 
註 2：含藥化妝/保養品指含有醫療或藥品化妝/保養品，且需經衛生署核發登記許可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