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臺北市產業園區暨 

生技產業調查與研究分析 
 

 

 

 

 

臺北市生技產業調查分析報告書 
     

 

 

 

 

 

 

 
 

 

 

 

臺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編 印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I 

 

前言 

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大彎南段工業區與內湖五期重劃區為臺北市

之新興產業聚落，自 92 年起臺北市政府每年均針對園區定期進行全面性廠商調查(以下簡

稱園區廠商調查)，103 年起改為每兩年辦理 1 次；此外，臺北市政府自 97 年起為瞭解臺

北市生技產業發展情形，掌握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產業類型、整體營運情形等相關資料，

亦針對臺北市生技廠商進行全面性廠商調查。 

今 109 年延續以往之調查基礎持續辦理廠商實地調查，依調查所得資料針對園區廠

商暨臺北市生技產業進行統計分析。首先瞭解臺北市產業園區廠商及臺北市生技產業廠

商經營概況、發展態勢及其他有關經濟活動基本資料等，進一步透過調查結果之統計分析，

協助臺北市政府精確定位產業發展之研發、製造及銷售端，藉由建立完備的產業資訊，協

助市府規劃適切的配套方案及改進措施，提供臺北市將來產業輔導、政策規劃及區域經濟

發展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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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報告係根據109年度「臺北市產業園區暨生技產業調查與研究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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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單位數與場所單位員工人數以108年12月31日為準。 

動態資料：企業全年收入與場所全年收入係108年全年資料。 

三、本年調查行業分類係採「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 

四、本調查資料採電腦統計軟體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與各細項尾數之和，容或

未能相符。 

五、本報告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0：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表示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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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說明 

一、企業單位 

係指為獲得利潤而結合各項生產要素，從事一種或多種經濟活動，獨立構成一
個經營體，自行決定經營方針、資金運用等，並自負盈虧責任之單位。其所轄管之
場所單位不止一個時，以從事總管理責任之場所為企業單位之所在地，並以所轄各
個場所綜合之經濟活動事項，為其企業填表時應包含之範圍。 

二、場所單位 

係指從事一種主要經濟活動構成一獨立部門之單位。換言之，不論其財務是否
獨立，凡從事貨品生產、銷售或勞務提供之事業個別處所，例如一家工廠、一家商
店、一家餐廳、一個營業所、一家分公司、一家門市部等，占有一區劃空間從事一
定主要經濟活動之單位均屬之。 

三、從業員工 

係指年底支領薪資且在職之僱用員工(含外籍員工及建教合作生)，以及不支領
固定薪資之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指不固定之薪資資本主及每週平均參加
工作達 15 小時以上，未支領固定薪資之家屬從業者)；不包括僅支領車馬費，而未
實際參加營運作業之董監事、理事及顧問人員等。 

四、全年支出 

全年支出係按權責發生制計算，即指企業或場所單位為經營業務全年所支付之
一切費用，包括應付未付款項，但不包括預付與暫付款項及經營上之資本支出(如
購置土地或機械設備、新建工程、大修機械等費用)。本案依經營型態列算企業全
年支出及場所全年支出： 

(一)企業全年支出：獨立經營單位支出全計入；企業之分支單位若該企業之總
管理單位位於調查區域內則不計入，若非位於調查區域內
則以該分支單位員工人數分攤設算；企業之總管理單位則
以企業之總支出計入。 

(二)場所全年支出：獨立經營單位支出全計入；企業之分支單位與總管理單位
則以員工人數規模分攤設算之。 

五、全年收入 

全年收入亦按權責發生制計算，即包括全年各項實際收入外，尚包括應收未收
款項，但不包括預收款項。本案依經營型態列算企業全年收入及場所全年收入： 

(一)企業全年收入：獨立經營單位收入全計入；企業之分支單位若該企業之總
管理單位位於調查區域內則不計入，若非位於調查區域內
則以該分支單位員工人數分攤設算；企業之總管理單位則
以企業之總收入計入。 

(二)場所全年收入：獨立經營單位收入全計入；企業之分支單位與總管理單位
則以員工人數規模分攤設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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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發展及購買技術支出 

為改進生產、銷售或服務技術、開發新產品，而購置固定資產的資本性支出及
支付的人事、原材物料、維護費、業務費、旅運費等有關費用性支出。 

七、生技產業範疇業別分類：依據經濟部工業局2020年生技白皮書公告 

廠商分類 範疇定義 

應用生技產業 

應用生物技術從事產品研發及製造，或支援醫藥品開發提供所需服務，主要分為

農業生技、特化生技、食品生技、環境生技和生技服務業五大領域，其中涉及再

生醫學與精準醫療領域，例如：幹細胞、基因檢測等技術服務業。 

製藥產業 

製藥產業所涵蓋的醫藥市場產品可分為人用藥品及動物用藥品兩大類，本調查案

中因動物用藥品已歸屬於應用生技產業之農業生技項下，故本案所指「製藥產業」

範圍界定於人用藥品，包含西藥、中藥及原料藥，其中西藥產業包括原料藥與西

藥製劑產業，中藥產業則包含中藥傳統製劑、中藥濃縮製劑及中藥之西藥劑型等

產品。 

醫療器材產業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之醫療器材保健工業， 係參考藥事法及醫療器材管理法的定

義界定醫療器材產業範圍，並參照衛生福利部公告的「醫療器材分類分級」，以「功

能」為主，「用途」及「構造」為輔的分類方式，將醫療器材分為診斷與監測用醫

療器材、手術與治療用醫療器材、輔助/修補用醫療器材、體外診斷用器材，以及

非屬上述四大功能的其他類醫療器材；由於預防保健意識興起，而帶動醫療保健

器材的發展，因此工業局推動的醫療器材保健工業也將預防疾病與健康促進之設

備及用品納入產業範圍，以符合產業發展趨勢。 

  

「 

八、複合年成長率 

指一項投資在一特定時期內的年度增長率。通過總增長率百分比的 n 次
方根求得，n 相等於有關時期內的年數，公式如下： 

 

V(t0)：初始的價值 

V(tｎ)：第ｎ年的價值 

tｎ－t0：有關時期內的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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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結果摘要 

歷年臺北市生技廠商母體家數成長變化，從 96 年度的 202 家成長至 108 年的

555 家，106 至 108 年期間增加 73 家，約 15.1%，106 至 108 年之複合年成長率為

7.3%。依據歷年調查結果繪製趨勢圖如圖 1： 

 

圖 1 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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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十年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數變化，生技廠商員工數從 96 年的 9,952 人

成長至 108 年的 38,213 人。106 至 108 年期間增加 11,525 人，約 43.2%，106 至

108 年之複合年成長率為 19.7%依據歷年調查結果繪製趨勢圖如圖 2： 

 

圖 2 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人數歷年趨勢 

觀察十年臺北市生技廠商收入變化，生技廠商之生技收入從 96 年的 392 億元

成長至 108 年的 2,305 億元。106 至 108 年期間增加 343 億元，約 17.5%，106 至

108 年之複合年成長率為 8.4%，依據歷年調查結果繪製趨勢圖如圖 3： 

 

圖 3 臺北市生技廠商營收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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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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需要辦理 109 年臺北市產業園區暨生

技產業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並依據統計法第 4 條規定訂定本計畫以為調

查實施準則。 

二、 調查之目的 

為盤點臺北市重要產業園區廠商及生技產業經營概況，並掌握重要新興產業

經濟動向，以了解臺北市產業發展情勢，並透過本調查分析結果，蒐集完備的產業

資訊，並作為產業發展政策與措施等研析工作之參據。 

三、 調查區域範圍及調查對象 

(一) 調查區域範圍 

1. 產業園區部分：包含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大彎南段

工業區及內湖五期重劃區等四園區。 

2. 生技產業部分：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 

(二) 調查對象  

1. 產業園區部分：凡位於產業園區範圍內，不論為公營或民營，公司組織

或非公司組織，已登記或未登記組織，其設有固定處所者，皆為調查對

象。 

2. 生技產業部分：凡登記於臺北市之生技產業廠商皆為調查對象，包括應

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及醫療器材產業。 

四、 調查項目、單位與調查表式 

(一) 調查項目 

【產業園區部分】 

109 年度臺北市產業園區調查問卷依研究目的可區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廠

商基本資料」、「企業概況」、「人力資源」、「營運及研發概況」、「未來發展策略」、

「市府政策與服務規劃」，內容說明如下： 

1. 廠商基本資料：包含廠商名稱、負責人姓名、填表人部門、職稱、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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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傳真、訪查地址、公司登記地址等。 

2. 企業概況：包含「產品或服務項目」、「生產型態」、「業務型態」、「現址空

間使用用途」、「108 年收入、支出及員工人數」。 

3. 人力資源：包含「新進人員主要學歷與起薪」、「主管級人員性別比例、主

要學歷與平均月薪」、「專業領域人才招募需求」、「教育訓練狀況」、「國際

人才聘用狀況」、「國際人才聘用困難」。 

4. 營運及研發狀況：包含「研發支出及投入領域」、「研發模式」、「108 年收

支、員工增減狀況（相較於 107 年、109 年）」、「銷售通路結構」、「主要出

口地區」。 

5. 未來發展策略：包含「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與策略」、「投資或市場拓展地

點」、「新增空間需求及區位」、「新增空間類型與規模」。 

6. 市府政策與服務規劃：包含「國際市場佈局需政府提供的協助」、「新冠肺

炎疫情對企業造成的影響」、「是否申請紓困資源」、「開放式建議」。 

【生技產業部分】 

109 年度臺北市生技產業調查問卷依研究目的可區分為七個部分，包括「廠

商基本資料」、「企業概況」、「人力資源」、「營運及研發概況」、「未來發展策略」、

「未來產業服務規劃方向」、「園區題組」，內容說明如下： 

1. 廠商基本資料：包含廠商名稱、負責人姓名、填表人部門、職稱、姓名、

電話、傳真、訪查地址、公司登記地址等。 

2. 企業概況：包含「目前主要資金來源」、「業務產品或服務項目」、「現址空

間使用狀況」。 

3. 人力資源：包含「正式員工性別分布」、「新進人員主要學歷與起薪」、「主

管級人員性別比例、主要學歷與平均月薪」、「專業領域人才招募需求」、

「教育訓練狀況」、「國際人才聘用狀況」、「國際人才聘用困難」。 

4. 營運及研發概況：包含「收入總額」、「生技業務營收」、「生技業務成本結

構」、「主要研發模式」、「研發成效」、「研發過程面臨的困難」、「108 年收

支、員工人數增減狀況（相較於 107 年、109 年）」、「已具備能量或可提供

之服務」、「主要出口地區」、「海外參展情形」、「銷售通路結構」、「商品化

時程」、「產品推行遭遇之困難」。 

5. 未來發展策略：包含「未來規劃方向」、「智慧化科技引入現況及規劃」、「投

資或市場拓展計畫與策略」、「投資或市場拓展地點」、「新增空間需求及區

位」、「新增空間類型與規模」。 

6. 市府政策與服務規劃方向：包含「國際市場佈局需政府提供的協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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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對企業造成的影響」、「是否申請紓困資源」開放式建議。 

7. 園區題組（僅進駐在產業園區內生技產業廠商才需填答）」：「108 年收入、

支出及員工人數」。 

(二) 調查單位：以場所（家）為調查單位。 

(三) 調查表式：採A4雙面表式（詳如附錄一）。 

五、 資料標準時期 

(一) 靜態資料：以民國108年12月31日之情況為準。 

(二) 動態資料：以民國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準。 

六、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一) 調查實施期間：自10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止，共計2個月。 

(二) 調查週期：每2年辦理1次。 

(三) 調查工作進度表： 

表 1  109 年度臺北市產業園區暨生技產業調查分析案工作進度表 

序次 項目 預定執行時間 

1 
期初服務報告書（含研究規劃、訪談大綱

初稿、問卷初稿、初步母體清冊） 

109年4月13日前 

2 調查員招募 109年4月20日前 

3 踏查前訓練、配發踏查相關表件 109年5月7日 

4 實地踏查 109年5月11至5月22日 

5 複審踏查表件 109年5月15至5月29日 

6 確定調查母體清冊、調查問卷定稿 109年6月11日前 

7 印刷及寄送市長致廠商函、印刷調查表 109年6月19日前 

8 調查前訓練、配發調查相關表件 109年6月29日前 

9 
執行實地訪查、親送調查表、表件催收工

作 

109年7月1日至8月31日 

10 期中服務報告書（進度報告） 109年8月3日前 

11 
調查資料整理、審核、複查、登錄、檢

誤、資料補問 

109年7月15日至9月30日 

12 資料統計分析、報表編製 109年10月1日至10月20日 

13 報告撰寫 109年10月21日至11月30日 

14 深度訪談（10人） 109年10月10日前 

15 期末服務報告書 109年12月7日前 

16 109年度臺北市產業園區調查分析報告 110年1月1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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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項目 預定執行時間 

109年度臺北市生技產業調查分析報告 

總結服務報告書 

109年度臺北市生技產業調查廠商名錄 

 

七、 調查方法   

為使調查順利且有效率，先函請受訪廠商預為準備資料，再由調查員進行實地

訪查，後續調查表回收部分輔以郵寄、傳真及網路填報等多元管道進行。 

八、 抽樣設計 

母體踏查完成後，依實地踏查結果採全面訪查方式進行調查。 

九、 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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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主辦、協辦機關或受理單位 

本調查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負責督導審核，並委託思多葛市場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 

十一、 調查經費來源及明細 

本調查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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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已將生物科技產業列為新興產業發展重點之一，為增進國人健康福祉、促

進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中央自 106 年起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連結

未來、連結國際、連結在地」為主軸，落實「完善生態體系、整合創新聚落、連結

國際市場資源、推動特色重點產業」4 大行動方案，在相關部會協力推動下，我國

生醫整體營業額持續成長，人才與新創團隊培育、創新聚落建構、資料庫整合等，

也都有具體成果。未來各相關部會將在 5+2 產業創新之基礎上，以「精準健康」為

主軸超前布局，透過大數據平台之運用，結合生技-資通訊（Bio-ICT）之利基與潛

力，推動產業朝向涵蓋保健、預防、診斷、治療、照護之全齡健康願景發展，並接

軌全球生物程醫療科技產業，使臺灣成為全球精準健康的領航者，增進全民健康福

祉。 

為加速生技產業聚落形成，並發揮群聚效應，政府也積極投入資源以加速發展

生醫產業聚落，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於 107 年 10 月開幕，園區內有衛福部食

藥署、生技中心外、並設有創服育成中心，藉此發展南港新藥研發聚落；同時，臺

北市政府在東區門戶計畫下推動「臺北市南港生技產業聚落開發計畫」，接軌中央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南港為軸心，發展生技科技創新研發，以及育成生技新

藥新創公司，建立轉譯醫學研究及產業創新研發走廊，從事新藥/新疫苗/新試劑的

轉譯醫學研究，協助育成新創公司新產品開發，台北生技園區預計將於 112 年啟

用。 

而根據 109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分析，108 年臺灣生技產業（應用生技產業、製

藥產業、醫療器材產業）的營業額為 3,653 億元，生技產業之廠商家數為 2,143 家，

生技員工數為 89,907 人。 

本次臺北市生物科技產業調查，採用 109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對於生物科技產

業之定義，並以廠商主要產品服務項目為分類之基準進行調查統計，掌握臺北市生

技產業發展情形，掌握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產業類型、整體營運情形等相關資料。 

其中，經濟部工業局於 109 年生技白皮書中將健康福祉產業納入生技產業，該

產業包括健康促進及養生福祉兩大領域，其中健康促進係指藉由健康相關的產品及

服務的提供，滿足服務對象的飲食健康、運動健身、心靈健康、健康管理等需求包

含預防、支持、維持、強化等面向；養生福祉係指滿足高齡族群的健康養生、樂活

休閒及生活支援需求之產業，結合相關產品與服務，提供高齡者便利優質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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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健康福祉產業調查對象包含了原生技產業的製藥、醫材和應用生物業者，另

外還納入其他周邊如觀光、健身、社會福利等業者，脫離生技產業稍遠，經對比本

案生技產業調查項目，部分題項（如研發、商品化、新興科技應用）與該些周邊業

者較無關聯，而符合原有製藥、醫材和應用生物範疇的業者則已於調查對象中，故

不納入調查。 

表 2 生技產業分類標準 

產業領域 次 產 業 領 域 主 要 產 品 項 目 

應用生技
產業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生技化妝品、工業用酵素、胺基酸、生體高分子。 

農 業 生 技 
植物種苗、水產種苗、種畜禽、動物用疫苗、機能性食品、生物性農藥、
生物性肥料、檢測診斷、分子農（牧）場。 

環 境 生 技 環境生物製劑、生物可分解性材料、環保檢測試劑、生質能源。 

食 品 生 技 保健營養食品、健康食品、食用酵素。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受託研究機構、委託生產服務業、臨床試驗中心管理機構、委外行銷服
務、實驗儀器／材料供應、平台技術服務、智材／技術評價、創投、資
訊服務、人培訓、幹細胞、臍帶血儲存及基因檢測等醫療服務。 

製藥產業 

西 藥 製 劑 

利用化學合成製造的小分子藥品，並依據專利與否分為專利藥與己逾
專利保護期限的學名藥；依據是否需要醫師開立處方箋，亦可分成處方
藥、指示用藥與成藥。 

生 物 製 劑 生物藥品（含生物）相似性藥品、疫苗、血液製劑及過敏原藥品等。 

中 藥 製 劑 採集具有療效之動植物做為藥引，用於疾病治療及預防保健。 

原 料 藥 將具有活性物之原料藥，經添加賦形劑後做成製劑產品販售。 

醫療器材
產業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其他可促進健康之相關產品，如跑步機、飛輪訓練機、踏步機等健身器
材以及按摩器具等設備及用品。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血糖計、生化分析儀、免疫分析儀、疾病診斷試劑等體外診斷器材。 

輔助 與 彌補 用醫 材 
失能人士用車、助行器、隱形眼鏡、助聽器、矯正眼鏡等功能輔助用器
材，以及骨科醫材產品等身體彌補用產品。 

手術 與 治療 用醫 材 
核子醫學設備、放射治療設備、雷射治療設備、洗腎器材、麻醉與呼吸
治療器具、物理治療器具、動力手術器具等手術與治療類產品。 

診斷 與 監測 用醫 材 

血壓計、體溫計、耳溫槍、心電圖計等生理監測器材；Ｘ光機、超音波、
電腦斷層、核磁共振等醫學影像設備；以及電子病歷系統、醫療影像傳
輸系統等醫療資訊系統。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手術燈、保溫箱／消毒器、病床等醫用家具產品、以及導管、注射器、
急救器材、傷口照護器材等醫用耗材。 

資料來源：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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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概況 

(一) 產業領域分佈 

1. 生技產業三大範疇分 

108 年底臺北市生技廠商共有 555 家，就生技產業三大範疇分布，以應用

生技產業最多，共計 294 家，占 53%，其次為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156 家，占

28.1%，最少為製藥產業，共計 105 家，占 18.9%；進一步看子產業領域分布，

以「相關技術服務業」及「食品生技」廠商居多。若依回卷數分析，應用生技

產業回卷數共計 208 家，占 49.2%，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133 家，占 31.4%，製

藥產業共計 82 家，占 19.4%，見表 3。 

表 3 生技產業三大範疇廠商家數 

產 業 領 域 

106 年 108 年 

母體數 回卷數 母體數 回卷數 

回卷率(%)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482  100.0  373  100.0 555 100.0 423 100.0 76.2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47  51.2  186  49.9  294 53.0 208 49.2 70.7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9  10.2  38  10.2  62 11.2 41 9.7 66.1 

農 業 生 技 19  3.9  15  4.0  18 3.2 10 2.4 55.6 

環 境 生 技 9  1.9  8  2.1  8 1.4 7 1.7 87.5 

食 品 生 技 101  21.0  72  19.3  101 18.2 78 18.4 77.2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69  14.3  53  14.2  105 18.9 72 17.0 68.6 

製 藥 產 業 114  23.7  95  25.5  105 18.9 82 19.4 78.1 

西 藥 製 劑 52  10.8  41  11.0  73 13.2 57 13.5 78.1 

生 物 製 劑 29  6.0  26  7.0  20 3.6 18 4.3 90.0 

中 藥 製 劑 17  3.5  15  4.0  8 1.4 5 1.2 62.5 

原 料 藥 16  3.3  13  3.5  4 0.7 2 0.5 5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21  25.1  92  24.7  156 28.1 133 31.4 85.3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7  1.5  4  1.1  12 2.2 11 2.6 91.7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8  3.7  11  2.9  13 2.3 11 2.6 84.6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7  5.6  23  6.2  25 4.5 22 5.2 88.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8  3.7  15  4.0  22 4.0 19 4.5 86.4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19  3.9  13  3.5  30 5.4 27 6.4 9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32  6.6  26  7.0  54 9.7 43 10.2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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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員工規模分 

依員工規模分析，以 20~49 人區間之廠商為多，家數為 184 家，占 33.2%，

其次為 10~19 人區間，家數為 123 家，占 22.2%，第三高為 50~89 人區間，家

數為 97 家， 占 17.5%；廠商營運規模未滿 50 人者有 358 家，占 64.6%，相對

50 人以上之大型廠商有 197 家，占 35.4%，見表 4。 

表 4 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依員工規模別分 

員 工 規 模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未 滿 1 0 人 51 9.2 

1 0 ~ 1 9 人 123 22.2 

2 0 ~ 4 9 人 184 33.2 

5 0 ~ 8 9 人 97 17.5 

9 0 ~ 1 4 9 人 43 7.7 

1 5 0 ~ 2 4 9 人 29 5.2 

2 5 0 ~ 4 9 9 人 20 3.6 

5 0 0 人 以 上 8 1.4 

3. 依生技營業收入規模分 

依營業收入規模分析，以 1 億元以上未滿 5 億元區間的業者為多，家數為

170 家，占 30.6%，其次為 4,000 萬元以上未滿 1 億元區間，家數為 130 家，

占 23.4%，第三高為 1,000 萬元以上未滿 4,000 萬元，家數為 96 家，占 17.3%；

全年營業收入在 5 億元以上的業者共 102 家，占 18.4%，見表 5。 

表 5 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依營業收入規模別分 

營 業 收 入 規 模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未 滿 1 0 0 萬 元 32 5.8 

1 0 0 萬元以上未滿 5 0 0 萬元 14 2.5 

5 0 0 萬元以上未滿 1 , 0 0 0 萬元 11 2.0 

1 , 0 0 0 萬元以上未滿 4 ,0 0 0 萬元 96 17.3 

4 ,000 萬元以上未滿 10,000 萬元 130 23.4 

10,000 萬元以上未滿 50,000 萬元 170 30.6 

50,000 萬元以上未滿 100,000 萬元 51 9.2 

1 0 0 , 0 0 0 萬 元 以 上 5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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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區分佈 

1. 生技廠商三大產業地域分佈 

臺北市生技廠商主要集中於內湖區，共計 280 家，占 50.5%，其次為南港

區，共計 69 家，占 12.4%，第三高為中山區，共計 52 家，占 9.4%，依三大產

業分析，各產業皆主要集中於內湖區，見表 6、圖 4。 

表 6 臺北市生技廠商數依行政區分 

行 政 區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294 100.0 105 100.0 156 100.0 

松 山 區 30 5.4 17 5.8 8 7.6 5 3.2 

信 義 區 26 4.7 14 4.8 6 5.7 6 3.8 

大 安 區 38 6.8 20 6.8 8 7.6 10 6.4 

中 山 區 52 9.4 24 8.2 11 10.5 17 10.9 

中 正 區 32 5.8 19 6.5 8 7.6 5 3.2 

大 同 區 9 1.6 6 2.0 2 1.9 1 0.6 

萬 華 區 2 0.4 2 0.7 0 0.0 0 0.0 

文 山 區 2 0.4 1 0.3 0 0.0 1 0.6 

南 港 區 69 12.4 38 12.9 22 21.0 9 5.8 

內 湖 區 280 50.5 146 49.7 39 37.1 95 60.9 

士 林 區 10 1.8 6 2.0 0 0.0 4 2.6 

北 投 區 5 0.9 1 0.3 1 1.0 3 1.9 

 

 

圖 4  生技廠商主要群聚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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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行政區之產業領域分佈 

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析，以相關技術服務業最多，共計 105 家，其次為食

品生技，共計 101 家，第三高為西藥製劑，共計 73 家。若就臺北市各行政區

而言，各產業領域地點皆以位於內湖區居多，生技廠商最多的三個行政區中，

內湖區 280 家廠商以相關技術服務業廠商 63 家居多，其次為其他類醫療器材

33 家，生技特用化學品 30 家為第三；南港區 69 家廠商以相關技術服務業 19

家居多，其次為西藥製劑 14 家，食品生技 13 家為第三；中山區 52 家廠商以

食品生技 13 家居多，其次為其他類醫療器材 10 家，西藥製劑 9 家為第三，如

下表 7。 

表 7 臺北市各區生技廠商數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松山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大同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總 計 555 30 26 38 52 32 9 2 2 69 280 10 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17 14 20 24 19 6 2 1 38 146 6 1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3 4 3 5 5 2 1 1 5 30 3 0 

農 業 生 技 18 1 1 0 4 2 1 0 0 1 8 0 0 

環 境 生 技 8 0 0 0 0 1 0 0 0 0 7 0 0 

食 品 生 技 101 9 4 11 13 8 1 1 0 13 38 2 1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4 5 6 2 3 2 0 0 19 63 1 0 

製 藥 產 業 105 8 6 8 11 8 2 0 0 22 39 0 1 

西 藥 製 劑 73 6 5 6 9 6 1 0 0 14 26 0 0 

生 物 製 劑 20 0 1 0 1 0 0 0 0 8 10 0 0 

中 藥 製 劑 8 2 0 0 0 2 1 0 0 0 2 0 1 

原 料 藥 4 0 0 2 1 0 0 0 0 0 1 0 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5 6 10 17 5 1 0 1 9 95 4 3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2 1 0 0 2 0 0 0 1 6 0 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0 1 2 1 1 0 0 0 1 6 0 1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25 1 1 1 3 0 0 0 0 1 14 3 1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22 0 1 1 3 0 0 0 0 2 14 1 0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30 1 1 2 0 1 0 0 0 3 22 0 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1 1 4 10 1 1 0 1 1 3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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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產業群聚現象 

廠商依園區分析，以內科最多，共計 220 家，其次為南軟，共計 58 家，

第三高為大彎南段，共計 48 家，最少為五期，僅有 1 家。進一步依產業領域

分析，各園區皆以應用生技產業為多，見表 8。 

表 8 臺北市生技廠商數依科技園區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內科 南軟 大彎 五期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555 100.0 220 100.0 58 100.0 48 100.0 1 100.0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53.0 114 51.8 30 51.7 23 47.9 1 100.0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1.2 22 10.0 1 1.7 5 10.4 1 100.0 

農 業 生 技 18 3.2 5 2.3 0 0.0 2 4.2 0 0.0 

環 境 生 技 8 1.4 5 2.3 0 0.0 1 2.1 0 0.0 

食 品 生 技 101 18.2 30 13.6 11 19.0 6 12.5 0 0.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8.9 52 23.6 18 31.0 9 18.8 0 0.0 

製 藥 產 業 105 18.9 33 15.0 21 36.2 5 10.4 0 0.0 

西 藥 製 劑 73 13.2 23 10.5 13 22.4 2 4.2 0 0.0 

生 物 製 劑 20 3.6 7 3.2 8 13.8 3 6.3 0 0.0 

中 藥 製 劑 8 1.4 2 0.9 0 0.0 0 0.0 0 0.0 

原 料 藥 4 0.7 1 0.5 0 0.0 0 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28.1 73 33.2 7 12.1 20 41.7 0 0.0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2.2 4 1.8 0 0.0 1 2.1 0 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2.3 4 1.8 0 0.0 1 2.1 0 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4.5 11 5.0 1 1.7 3 6.3 0 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4.0 13 5.9 2 3.4 1 2.1 0 0.0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5.4 15 6.8 3 5.2 7 14.6 0 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9.7 26 11.8 1 1.7 7 14.6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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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業與進駐現址時間 

1. 生技廠商開業設立時間分佈 

生技廠商在 85 年以前開業者共計 169 家，占 30.5%，86 年至 90 年者共計

74 家，占 13.3%，91 年至 95 年者共計 85 家，占 15.3%，96 年至 100 年者共

計 97 家，占 17.5%，101 年以後者共計 130 家，占 23.4%。 

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技產業以 101 年以後開業者最高，共計 75 家，

占該產業範疇的 25.5%；製藥產業以 85 年以前開業者最高，共計 46 家，占該

產業範疇的 43.8%；醫療器材產業以 85 年以前開業者最高，共計 55 家，占該

產業範疇的 35.3%，見表 9。 

表 9 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依開業時間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85 年(含)以前 86~90 年 91~95 年 96~100 年 101 年以後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555 100.0 169 30.5 74 13.3 85 15.3 97 17.5 130 23.4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100.0 68 23.1 46 15.6 47 16.0 58 19.7 75 25.5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00.0 21 33.9 5 8.1 6 9.7 15 24.2 15 24.2 

農 業 生 技 18 100.0 4 22.2 1 5.6 4 22.2 4 22.2 5 27.8 

環 境 生 技 8 100.0 1 12.5 1 12.5 4 50.0 1 12.5 1 12.5 

食 品 生 技 101 100.0 29 28.7 20 19.8 16 15.8 21 20.8 15 14.9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00.0 13 12.4 19 18.1 17 16.2 17 16.2 39 37.1 

製 藥 產 業 105 100.0 46 43.8 10 9.5 12 11.4 15 14.3 22 21.0 

西 藥 製 劑 73 100.0 34 46.6 6 8.2 7 9.6 9 12.3 17 23.3 

生 物 製 劑 20 100.0 3 15.0 2 10.0 5 25.0 5 25.0 5 25.0 

中 藥 製 劑 8 100.0 6 75.0 2 25.0 0 0.0 0 0.0 0 0.0 

原 料 藥 4 100.0 3 75.0 0 0.0 0 0.0 1 25.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100.0 55 35.3 18 11.5 26 16.7 24 15.4 33 21.2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100.0 5 41.7 1 8.3 3 25.0 2 16.7 1 8.3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100.0 4 30.8 2 15.4 2 15.4 3 23.1 2 15.4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100.0 11 44.0 3 12.0 4 16.0 3 12.0 4 16.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100.0 7 31.8 3 13.6 4 18.2 2 9.1 6 27.3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100.0 4 13.3 3 10.0 8 26.7 6 20.0 9 3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100.0 24 44.4 6 11.1 5 9.3 8 14.8 1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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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技廠商進駐現址時間分佈 

生技廠商在 85 年以前進駐者共計 78 家，占 14.1%，86 至 90 年進駐者共

計 38 家，占 6.8%，91 至 95 年進駐者共計 92 家，占 16.6%，96 至 100 年進駐

者共計 95 家，占 17.1%，101 年以後進駐者共計 252 家，占 45.4%。 

依產業領域分析，各產業領域均以 101 年以後進駐者為多，應用生技產業

101 年以後進駐者共計 143 家，占 48.6%；製藥產業共計 45 家，占 42.9%；醫

療器材產業共計 64 家，占 41%，見表 10。 

表 10 臺北市生技廠商家數依進駐現址時間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85 年以前 86~90 年 91~95 年 96~100 年 101 年以後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555 100.0 78 14.1 38 6.8 92 16.6 95 17.1 252 45.4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100.0 33 11.2 21 7.1 48 16.3 49 16.7 143 48.6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00.0 10 16.1 3 4.8 10 16.1 8 12.9 31 50.0 

農 業 生 技 18 100.0 3 16.7 1 5.6 0 0.0 3 16.7 11 61.1 

環 境 生 技 8 100.0 1 12.5 0 0.0 2 25.0 1 12.5 4 50.0 

食 品 生 技 101 100.0 15 14.9 10 9.9 18 17.8 18 17.8 40 39.6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00.0 4 3.8 7 6.7 18 17.1 19 18.1 57 54.3 

製 藥 產 業 105 100.0 25 23.8 5 4.8 17 16.2 13 12.4 45 42.9 

西 藥 製 劑 73 100.0 17 23.3 4 5.5 8 11.0 10 13.7 34 46.6 

生 物 製 劑 20 100.0 1 5.0 0 0.0 7 35.0 2 10.0 10 50.0 

中 藥 製 劑 8 100.0 4 50.0 1 12.5 2 25.0 1 12.5 0 0.0 

原 料 藥 4 100.0 3 75.0 0 0.0 0 0.0 0 0.0 1 25.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100.0 20 12.8 12 7.7 27 17.3 33 21.2 64 41.0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100.0 2 16.7 0 0.0 4 33.3 3 25.0 3 25.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100.0 2 15.4 1 7.7 2 15.4 5 38.5 3 23.1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100.0 2 8.0 1 4.0 6 24.0 4 16.0 12 48.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100.0 2 9.1 2 9.1 2 9.1 6 27.3 10 45.5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100.0 1 3.3 3 10.0 6 20.0 7 23.3 13 43.3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100.0 11 20.4 5 9.3 7 13.0 8 14.8 23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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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技廠商異動情形 

依異動情形分析，新增廠商中，以應用生技產業共計 63 家居多，占 51.6%，

其次為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43 家，占 35.2%，製藥產業共計 16 家，占 13.1%；異

動廠商中，應用生技產業共計 30 家，占 61.2%，製藥產業共計 10 家，占 20.4%，

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9 家，占 18.4%，見表 11。 

表 11 臺北市生技產業異動廠商產業結構比較-依異動情形分 

產 業 領 域 
108 年廠商 新增廠商 異動廠商 106 年廠商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122 100.0 49 100 482 100.0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53.0 63 51.6 30 61.2 247 51.2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1.2 11 9.0 6 12.2 49 10.2 

農 業 生 技 18 3.2 4 3.3 4 8.2 19 3.9 

環 境 生 技 8 1.4 1 0.8 2 4.1 9 1.9 

食 品 生 技 101 18.2 14 11.5 9 18.4 101 21.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8.9 33 27.0 9 18.4 69 14.3 

製 藥 產 業 105 18.9 16 13.1 10 20.4 114 23.7 

西 藥 製 劑 73 13.2 14 11.5 4 8.2 52 10.8 

生 物 製 劑 20 3.6 2 1.6 4 8.2 29 6.0 

中 藥 製 劑 8 1.4 0 0.0 2 4.1 17 3.5 

原 料 藥 4 0.7 0 0.0 0 0 16 3.3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28.1 43 35.2 9 18.4 121 25.1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2.2 2 1.6 1 2 7 1.5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2.3 2 1.6 0 0 18 3.7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4.5 10 8.2 1 2 27 5.6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4.0 2 1.6 3 6.1 18 3.7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5.4 9 7.4 2 4.1 19 3.9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9.7 18 14.8 2 4.1 32 6.6 

註 1：異動廠商包含停歇業廠商/遷移/非調查對象/解散等廠商。 

註 2：108 年生技廠商產業領域為依據 108 年廠商回填資料歸類，106 年廠則依該年度調查結果進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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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資金來源 

生技廠商主要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主，家數為 227 家，占 53.7%，其次

為公開募資，家數為 98 家，占 23.2%。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技產業

與醫療器材產業以自有資金占比較高，分別為 121家，占 58.2%，及 72家占 54.1%，

而製藥產業在自有資金與公開募資家數均為 34 家，占比皆為 41.5%，見表 12。 

表 12 臺北市生技廠商主要資金來源 

產 業 範 疇 

總計 自有資金 公開募資 私募 融資借貸 未回答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27 53.7 98 23.2 23 5.4 8 1.9 67 15.8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21 58.2 43 20.7 13 6.3 7 3.4 24 11.5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34 41.5 34 41.5 4 4.9 0 0.0 10 12.2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72 54.1 21 15.8 6 4.5 1 0.8 33 24.8 

註:有效問卷為 423 筆。 

(六) 空間使用狀態 

生技廠商現址的空間使用狀態，以辦公室為多，家數為 411 家，占 97.2%，

其次為研發實驗室，家數為 102 家，占 24.1%。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

技產業、製藥產業與醫療器材產業皆以辦公室為使用狀態最多，應用生技產業現

址空間使用狀態有作辦公室使用者共 203 家，占 97.6%，製藥產業共 77 家，占

93.9%，醫療器材產業共 131 家，占 98.5%，見表 13。 

表 13 臺北市生技廠商現址的空間使用狀態 

產 業 領 域 
生技廠商
家數(家) 

工廠 研發實驗室 倉庫 辦公室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家數
(家) 

百分比
(%) 

總 計 423 32 7.6 102 24.1 51 12.1 411 97.2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5 7.2 50 24.0 26 12.5 203 97.6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7 17.1 8 19.5 10 24.4 39 95.1 

農 業 生 技 10 0 0.0 4 40.0 1 10.0 10 100.0 

環 境 生 技 7 0 0.0 1 14.3 2 28.6 7 100.0 

食 品 生 技 78 4 5.1 17 21.8 7 9.0 77 98.7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4 5.6 20 27.8 6 8.3 70 97.2 

製 藥 產 業 82 9 11.0 31 37.8 10 12.2 77 93.9 

西 藥 製 劑 57 6 10.5 17 29.8 9 15.8 55 96.5 

生 物 製 劑 18 1 5.6 14 77.8 1 5.6 16 88.9 

中 藥 製 劑 5 1 20.0 0 0.0 0 0.0 4 80.0 

原 料 藥 2 1 50.0 0 0.0 0 0.0 2 10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8 6.0 21 15.8 15 11.3 131 98.5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1 0 0.0 1 9.1 1 9.1 11 10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 9.1 0 0.0 2 18.2 11 10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 4.5 5 22.7 3 13.6 22 10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3 15.8 5 26.3 1 5.3 18 94.7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2 7.4 6 22.2 3 11.1 26 96.3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 2.3 4 9.3 5 11.6 43 100.0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效問卷為 42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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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了解生技廠商的工廠使用狀況，以自有產品生產為多，共 21 家，

占 65.6%，其次為代工生產，共 10 家，占 31.3%。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析，應

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與醫療器材產業皆以自有產品生產最多，見表 14。 

表 14 臺北市生技廠商現址的工廠使用狀態 

產 業 領 域 
為工廠廠商

家數(家) 

自有產品生產 小量試產 代工生產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總 計 32 21 65.6 3 9.4 10 31.3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15 10 66.7 1 6.7 5 33.3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7 4 57.1 0 0.0 3 42.9 

農 業 生 技 0 - - - - - - 

環 境 生 技 0 - - - - - - 

食 品 生 技 4 4 100.0 1 25.0 0 0.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4 2 50.0 0 0.0 2 50.0 

製 藥 產 業 9 5 55.6 1 11.1 4 44.4 

西 藥 製 劑 6 3 50.0 0 0.0 3 50.0 

生 物 製 劑 1 0 0.0 1 100.0 0 0.0 

中 藥 製 劑 1 1 100.0 0 0.0 0 0.0 

原 料 藥 1 1 100.0 0 0.0 1 10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8 6 75.0 1 12.5 1 12.5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0 - - - - - -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 1 100.0 0 0.0 0 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1 1 100.0 0 0.0 0 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3 2 66.7 0 0.0 1 33.3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 2 100.0 0 0.0 0 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1 0 0.0 1 100.0 0 0.0 

註:本題為複選題。現址空間應用為工廠之有效問卷為 3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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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了解生技廠商的研發實驗室使用狀態，以開發新產品為多，共 72

家，占 70.6%，而品管、檢測實驗室共 67 家，占 65.7%。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

析，應用生技產業以品管、檢測實驗室較多，共 38 家，占 76%，製藥產業與

醫療器材產業則以開發新產品占比較多，製藥產業研發實驗室使用狀態為開發

新產品者，共 26 家，占 83.9%，醫療器材產業共 14 家，占 66.7%，見表 15。 

表 15 臺北市生技廠商現址的研發實驗室使用狀態 

產 業 領 域 
為研發實驗室廠

商家數(家) 

開發新產品 品管、檢測實驗室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102 72 70.6 67 65.7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50 32 64.0 38 76.0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8 5 62.5 6 75.0 

農 業 生 技 4 1 25.0 3 75.0 

環 境 生 技 1 1 100.0 1 100.0 

食 品 生 技 17 13 76.5 15 88.2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20 12 60.0 13 65.0 

製 藥 產 業 31 26 83.9 19 61.3 

西 藥 製 劑 17 14 82.4 10 58.8 

生 物 製 劑 14 12 85.7 9 64.3 

中 藥 製 劑 0 0 - - - 

原 料 藥 0 0 - - -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21 14 66.7 10 47.6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 1 100.0 0 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0 0 - - -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5 3 60.0 2 4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5 4 80.0 3 60.0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6 4 66.7 3 5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 2 50.0 2 50.0 

註:本題為複選題。現址空間應用為研發實驗室之有效問卷為 10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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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概況 

(一) 臺北市生技廠商收入概況 

1. 臺北市生技廠商全年生技收入 

108 年生技廠商收入總計新臺幣 2,305 億元，其中技術授權所得約占生技

業務營收 23.6%。依各產業領域分析，以應用生技廠商營收 969 億元為高，占

整體生技營收 42%；其次為製藥廠商營收 805 億元，占整體生技營收 34.9%；

最少為醫療器材廠商營收 531 億元，占整體生技營收 23%。 

而每家平均生技廠商收入為新臺幣 4.1 億元，其中以製藥廠商的平均生技

營收最多，約 7.7 億元，其次為醫療器材廠商的 3.4 億元，最少為應用生技廠

商的 3.3 億元。 

106 至 108 年每家平均生技廠商收入增加約 826 萬元，其中以製藥產業增

加最多，而應用生技廠商的平均生技營業收入則有減少的趨勢，見表 16。 

表 16 臺北市生技廠商全年生技收入與平均收入 

產 業 領 域 

廠商家數 收入總數 108 年每家平

均生技廠商收

入(萬元) 

106 年每家平均

生技廠商收入

(萬元) 
家數(家) 百分比(%) 金額(萬元)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23,049,788 100.0 41,531 40,70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53.0 9,691,645 42.0 32,965 41,019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1.2  1,777,968  7.7 28,677 58,413 

農 業 生 技 18 3.2  1,221,527  5.3 67,863 116,539 

環 境 生 技 8 1.4     77,625  0.3 9,703 7,913 

食 品 生 技 101 18.2  3,645,767  15.8 36,097 38,054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8.9  2,968,758  12.9 28,274 16,530 

製 藥 產 業 105 18.9 8,047,876 34.9 76,646 59,437 

西 藥 製 劑 73 13.2  5,749,243  24.9 78,757 78,329 

生 物 製 劑 20 3.6  2,002,179  8.7 100,109 34,231 

中 藥 製 劑 8 1.4    225,829  1.0 28,229 9,626 

原 料 藥 4 0.7     70,625  0.3 17,656 96,651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28.1 5,310,267 23.0 34,040 22,417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2 2.2    274,584  1.2 22,882 31,106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2.3    181,728  0.8 13,979 15,366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4.5    610,442  2.6 24,418 15,237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4.0    672,423  2.9 30,565 16,037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5.4  1,636,454  7.1 54,548 53,226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9.7  1,934,636  8.4 35,827 1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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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技業務營收依員工規模分 

依員工規模分析，生技業務營收以員工規模 50~89 人區間之業者最高，生

技業務營收約為 509 億元，占 22.1%，50 人以上之廠商生技業務營收總計約

1,810 億元，占 79%，見下表 17。 

表 17 臺北市生技廠商生技業務營收-依員工規模別分 

員 工 規 模 家數(家) 生技業務營收(萬元) 百分比%(%) 

總 計 555 23,049,788 100.0 

未 滿 1 0 人 51    224,914  1.0 

1 0 ~ 1 9 人 123    920,480  4.0 

2 0 ~ 4 9 人 184  3,807,863  16.5 

5 0 ~ 8 9 人 97  5,088,770  22.1 

9 0 ~ 1 4 9 人 43  2,700,293  11.7 

1 5 0 ~ 2 4 9 人 29  3,762,063  16.3 

2 5 0 ~ 4 9 9 人 20  4,208,991  18.3 

5 0 0 人 以 上 8  2,336,414  10.1 

3. 生技業務營收依收入規模分 

依營業收入規模分析，生技業務營收以收入規模 10 億元以上業者占比最

高，生技業務營收約為 1,476 億元，占 64%，見表 18。 

表 18 臺北市生技廠商生技業務營收-依營業收入規模別分 

營 業 收 入 規 模 家數(家) 生技業務營收(萬元) 百分比(%) 

總 計 555 23,049,788 100.0 

未 滿 1 0 0 萬 元 32           168  0.0 

1 0 0 萬元以上未滿 5 0 0 萬元 14         4,114  0.0 

5 0 0 萬元以上未滿 1 , 0 0 0 萬元 11         7,229  0.0 

1 ,000 萬元以上未滿 4,000 萬元 96       227,186  1.0 

4,000 萬元以上未滿 10,000 萬元 130       836,062  3.6 

10,000 萬元以上未滿 50,000 萬元 170     3,750,046  16.3 

50,000 萬元以上未滿 100,000 萬元 51     3,469,663  15.1 

1 0 0 , 0 0 0 萬 元 以 上 51    14,755,320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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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園區內生技廠商生技業務營收 

園區內生技廠商總計 327 家，其營業收入總計約為 1,331 億元，約占臺北市生技總營收的 57.8%，見表 19。 

表 19 臺北市園區內的生技廠商生技業務營收總數占全臺北市生技廠商比 

產 業 領 域 

收入總數 內科 南軟 大彎 五期 園區內收入總數 
108 年園區內 

收入占比(%) 

106 年園區

內收入占比

(%) 
廠商家數 金額(萬元) 廠商家數 

金額 

(萬元) 

廠商家

數 

金額 

(萬元) 

廠商家

數 

金額 

(萬元) 

廠商家

數 

金額 

(萬元) 

廠商家

數 

金額 

(萬元) 

總 計 555 23,049,788 220 7,778,085 58 2,843,860 48 2,345,663 1 347,368 327 13,314,976 57.8 36.4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9,691,645 114 2,878,141 30 663,889 23 895,950 1 347,368 168 4,785,348 49.4 24.8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777,968 22 272,797 1 4,600 5 173,850 1 347,368 29 798,615 44.9 25.4 

農 業 生 技 18 1,221,527 5 52,833 0 0 2 15,500 0 0 7 68,333 5.6 0.6 

環 境 生 技 8 77,625 5 50,825 0 0 1 8,800 0 0 6 59,625 76.8 91.2 

食 品 生 技 101 3,645,767 30 1,247,480 11 350,487 6 63,600 0 0 47 1,661,567 45.6 21.2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2,968,758 52 1,254,206 18 308,802 9 634,200 0 0 79 2,197,208 74.0 78.2 

製 藥 產 業 105 8,047,876 33 3,076,266 21 1,923,596 5 460,430 0 0 59 5,460,292 67.8 45.4 

西 藥 製 劑 73 5,749,243 23 2,548,247 13 872,856 2 136,030 0 0 38 3,557,133 61.9 42.5 

生 物 製 劑 20 2,002,179 7 508,939 8 1,050,740 3 324,400 0 0 18 1,884,079 94.1 72.7 

中 藥 製 劑 8 225,829 2 14,130 0 0 0 0 0 0 2 14,130 6.3 25.5 

原 料 藥 4 70,625 1 4,950 0 0 0 0 0 0 1 4,950 7.0 37.9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5,310,267 73 1,823,678 7 256,375 20 989,283 0 0 100 3,069,336 57.8 57.5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274,584 4 25,067 0 0 1 65,430 0 0 5 90,497 33.0 13.2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181,728 4 63,000 0 0 1 1,433 0 0 5 64,433 35.5 29.1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25 610,442 11 209,750 1 80,000 3 16,000 0 0 15 305,750 50.1 43.7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22 672,423 13 405,146 2 163,872 1 450 0 0 16 569,468 84.7 87.3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30 1,636,454 15 1,021,142 3 6,393 7 443,700 0 0 25 1,471,235 89.9 92.4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1,934,636 26 99,573 1 6,110 7 462,270 0 0 34 567,953 29.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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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8 年生技業務營收較 107 年變動情形 

生技廠商 108 年全年收入與 107 年相較，變動情況以持平的比例為多，共

有 226 家，占 53.4%，成長的業者共 174 家，占 41.1%，衰退的業者共 23 家，

占 5.4%。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技產產業、製藥產業與醫療器材產業廠商皆

以持平的比例為多，見表 20。 

表 20 臺北市生技廠商 108 年較 107 年收入表現 

產 業 領 域 

總計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成長百

分比

(%) 

家數(家) 
百分

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衰退百

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174 41.1 22.5 226 53.4 23 5.4 -21.1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82 39.4 14.0 112 53.8 14 6.7 -22.4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19 46.3 7.2 20 48.8 2 4.9 -7.5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4 40.0 10.3 6 60.0 0 0.0 - 

環 境 生 技 7 100.0 3 42.9 10.3 4 57.1 0 0.0 -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30 38.5 17.0 44 56.4 4 5.1 -16.5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26 36.1 16.4 38 52.8 8 11.1 -29.0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36 43.9 48.7 40 48.8 6 7.3 -14.7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24 42.1 45.3 30 52.6 3 5.3 -24.0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8 44.4 66.9 7 38.9 3 16.7 -5.3 

中 藥 製 劑 5 100.0 3 60.0 41.7 2 40.0 0 0.0 - 

原 料 藥 2 100.0 1 50.0 5.0 1 50.0 0 0.0 -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56 42.1 18.3 74 55.6 3 2.3 -28.0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1 100.0 3 27.3 16.7 8 72.7 0 0.0 -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5 45.5 27.4 6 54.5 0 0.0 -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22 100.0 9 40.9 8.0 12 54.5 1 4.5 -20.0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19 100.0 8 42.1 5.9 11 57.9 0 0.0 -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27 100.0 16 59.3 28.9 10 37.0 1 3.7 -25.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15 34.9 17.1 27 62.8 1 2.3 -39.0 

註:有效問卷為 42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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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生技廠商 108 年收入成長變動原因為市場需求，共計 135 家，占 77.6%，

其次為原物料價格，共計 67 家，占 38.5%。依產業領域分析，各產業領域成長

變動之主要原因均以市場需求為最多，見表 21。 

表 21 影響臺北市生技廠商 108 年收入成長變動原因 

成 長 原 因 
生技廠商總計 應用生技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原 物 料 價 格 67 38.5 34 41.5 15 41.7 18 32.1 

市 場 需 求 135 77.6 70 85.4 26 72.2 39 69.6 

銷 售 價 格 32 18.4 13 15.9 6 16.7 13 23.2 

國 際 匯 率 8 4.6 4 4.9 1 2.8 3 5.4 

通 路 成 本 57 32.8 30 36.6 7 19.4 20 35.7 

同 業 競 爭 34 19.5 15 18.3 2 5.6 17 30.4 

其 他 3 1.7 0 0.0 2 5.6 1 1.8 

註 1：本表為複選題，較 107 年收入成長有效值 174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82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36 筆；醫療器材有

效值 56 筆。 

註 2：其他包含新產品問世、新藥上市、理財方式改變等。 

造成園區廠商 108年收入衰退變動原因為市場需求，共計 13家，占 56.5%，

其次為原物料價格，共計 9 家，占 39.1%。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技產業與

醫療器材產業衰退主要原因為市場需求，而製藥產業衰退主要原因為原物料價

格，見表 22。 

表 22 影響臺北市生技廠商 108 年收入衰退變動原因 

衰 退 原 因 
生技廠商總計 應用生技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原 物 料 價 格 9 39.1 5 35.7 4 66.7 0 0.0 

市 場 需 求 13 56.5 9 64.3 1 16.7 3 100.0 

銷 售 價 格 2 8.7 0 0.0 2 33.3 0 0.0 

國 際 匯 率 1 4.3 0 0.0 1 16.7 0 0.0 

通 路 成 本 2 8.7 1 7.1 0 0.0 1 33.3 

同 業 競 爭 5 21.7 4 28.6 0 0.0 1 33.3 

其 他 1 4.3 1 7.1 0 0.0 0 0.0 

註 1：本表為複選題，較 107 年收入衰退有效值 23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14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6 筆；醫療器材有效

值 3 筆。 

註 2：其他為實驗進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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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技廠商之研發、製造與行銷占成本比 

支出的項目中，以行銷支出為多，占 32.1%，其次為製造支出，占 28.4%，

第三高為研發支出，占 26.3%。 

進一步依產業領域分析，應用生技廠商以行銷支出為多，占 31.9%；製藥

產商以研發支出為多，占 34.9%；醫療器材廠商以行銷支出為多，占 37%，見

表 23。 

表 23 臺北市生技廠商研發支出表現 

產 業 領 域 
研發支出 (%) 

 
製造支出 (%) 行銷支出 (%) 其他支出 (%) 

總 計 26.3 28.4 32.1 13.3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4.6 26.5 31.9 17.0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22.7 30.5 33.7 13.1 

農 業 生 技 34.0 33.7 21.3 11.0 

環 境 生 技 5.0 27.3 42.9 24.9 

食 品 生 技 21.8 29.5 35.9 12.7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30.8 17.9 25.3 26.0 

製 藥 產 業 34.9 32.8 25.3 6.9 

西 藥 製 劑 35.2 31.2 26.6 7.1 

生 物 製 劑 37.8 35.1 20.9 6.2 

中 藥 製 劑 34.0 36.0 26.0 4.0 

原 料 藥 10.0 45.0 30.0 15.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23.4 28.8 37.0 10.8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25.9 25.3 42.1 6.7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26.2 34.7 24.3 14.8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2 36.5 32.4 5.9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4 33.4 37.8 6.5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1.1 23.3 28.2 17.5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16.8 25.0 46.8 11.4 

註 1：總支出包含研發支出、製造支出、行銷支出與其他，技術購買支出為該項目占研發支出比例。 

註 2：其他支出包含人事成本、管銷成本、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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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要研發模式分析，若扣除無研究發展項目，生技廠商以自行研發為多，

共計 279 家，占 66%，其次為技術產品授權引進，共計 129 家，占 30.5%，第

三高為與研究機構共同研發，共計 43 家，占 10.2%。若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

生技廠商、製藥廠商與醫療器材廠商皆以自行研發為主，見表 24。 

表 24 臺北市生技廠商主要研發模式 

研 發 模 式 

總計 應用生技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自 行 研 發 279 66.0 134 64.4 64 78.0 81 60.9 

技 術 產 品 授 權 引 進 129 30.5 51 24.5 33 40.2 45 33.8 

委 外 研 究 15 3.5 7 3.4 3 3.7 5 3.8 

與大專院校共同研發 29 6.9 19 9.1 5 6.1 5 3.8 

與研究機構共同研發 43 10.2 25 12.0 12 14.6 6 4.5 

與新創企業共同研發 1 0.2 0 0.0 1 1.2 0 0.0 

與其他同業共同研發 5 1.2 3 1.4 1 1.2 1 0.8 

與供應商或客戶共同研發 14 3.3 10 4.8 2 2.4 2 1.5 

無 研 究 發 展 項 目 121 28.6 63 30.3 13 15.9 45 33.8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效問卷為 423 筆。 

(二) 研發成效與面臨困難 

1. 臺北市生技廠商過去三年研發創新活動成效 

生技廠商過去三年研發創新活動成效，以產品品質提升為多，共計 119家，

占 39.4%，其次為推展產品商品化進程，以及新應用技術產生，均為 93 家，各

占 30.8%。依產業範疇觀察，應用生技研發成效以產品品質提升最高，共計 59

家，占 40.7%，製藥產業以產品品質提升及推展產品商品化進程較高，皆為 23

家，各占 33.3%，醫療器材產業以產品品質提升最多，共計 37 家，占 42%，

見表 25。 

表 25 臺北市生技廠商過去三年研發創新活動成效 

創 新 活 動 成 效 

總計 應用生技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勞 動 成 本 降 低 38 12.6 20 13.8 1 1.4 17 19.3 

總 產 能 增 加 31 10.3 16 11.0 8 11.6 7 8.0 

產 品 線 擴 大 34 11.3 18 12.4 4 5.8 12 13.6 

產 品 品 質 提 升 119 39.4 59 40.7 23 33.3 37 42.0 

新 應 用 技 術 產 生 93 30.8 47 32.4 21 30.4 25 28.4 

專 利 數 量 增 加 24 7.9 8 5.5 10 14.5 6 6.8 

技 術 授 權 收 入 增 加 15 5.0 4 2.8 7 10.1 4 4.5 

產品營收或利潤增加 35 11.6 18 12.4 12 17.4 5 5.7 

推展產品商品化進程 93 30.8 43 29.7 23 33.3 27 30.7 

成 果 不 明 確 7 2.3 4 2.8 1 1.4 2 2.3 

註: 本表為複選題，有研發創新活動之有效問卷為 302 筆，應用生技 145 筆、製藥產業 69 筆、醫療器材 8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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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過程面臨的困難 

生技廠商研發過程面臨的困難，以研發資源不足為多，共計 64 家，占 21.2%，

其次為生技聚落尚未成形，共計 57 家，占 18.9%，第三為技術獨特性與承接

能力不足，共計 51 家，占 16.9%。依產業範疇觀察，應用生技面臨困難以研發

資源不足較高，共計 31 家，占 21.4%，製藥產業以人才不足較高，共計 16 家，

占 23.2%，醫療器材產業以生技聚落尚未成形及研發資源不足較高，皆為 18

家，各占 20.5%，見表 26。 

表 26 臺北市生技廠商研發過程面臨的困難 

研 發 面 臨 困 難 

總計 應用生技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家數(家) 

百分比

(%) 

生 技 聚 落 尚 未 成 形 57 18.9 29 20.0 10 14.5 18 20.5 

人 才 不 足 42 13.9 14 9.7 16 23.2 12 13.6 

研 發 資 源 不 足 64 21.2 31 21.4 15 21.7 18 20.5 

技術獨特性與承接能力不足 51 16.9 29 20.0 11 15.9 11 12.5 

資 金 募 集 困 難 30 9.9 13 9.0 11 15.9 6 6.8 

智 財 權 資 訊 不 足 27 8.9 11 7.6 4 5.8 12 13.6 

相 關 法 規 無 法 配 合 40 13.2 21 14.5 12 17.4 7 8 

挑 選 題 材 困 難 25 8.3 12 8.3 4 5.8 9 10.2 

沒 有 困 難 21 7.0 16 11.0 3 4.3 2 2.3 

註: 本表為複選題，有研發活動之有效問卷為 302 筆，應用生技 145 筆、製藥產業 69 筆、醫療器材 88 筆。 

(三) 業務能量 

1. 已具備企業能量 

生技廠目前已具備企業能量/能力，以產品行銷為多，占 78.7%，其次為生

產製造，占 64.3%，第三高為產品開發，占 63.8%。應用生技廠商及醫療器材

廠商已具備能量/能力以產品行銷最高，製藥廠商以產品開發最高，見表 27。 

表 27 臺北市生技廠目前已具備企業能量/能力 

企業能量項目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無具備企業能量 31 7.3 12 5.8 4 4.9 15 11.3 

技 術 研 發 246 58.2 122 58.7 59 72.0 65 48.9 

產 品 開 發 270 63.8 131 63.0 63 76.8 76 57.1 

動 物 試 驗 117 27.7 59 28.4 40 48.8 18 13.5 

臨 床 前 試 驗 145 34.3 66 31.7 40 48.8 39 29.3 

臨 床 試 驗 172 40.7 84 40.4 44 53.7 44 33.1 

生 產 製 造 272 64.3 130 62.5 58 70.7 84 63.2 

產 品 檢 測 264 62.4 126 60.6 56 68.3 82 61.7 

產 品 行 銷 333 78.7 167 80.3 62 75.6 104 78.2 

其 他 11 2.6 8 3.8 0 0.0 3 2.3 

註 1：本題為複選題。總計有效值 423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08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82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133

筆。 

註 2：其他企業具備能量包含生醫電子商務、協助加速商品化、遠距醫療視訊平台服務、教育訓練、病理系統開發、

環境生技服務、醫院數位化解決方案、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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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委託能力 

108 年臺北市生技廠商中，共計有 87 家，約 20.6%的廠商具備接受委託能

力，進一步觀察可接受委託的生技廠商能力，以產品開發為多，占 7.6%，其次

為生產製造，占 7.3%，第三高為技術研發，占 6.4%。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

生技產業廠商可接受委託之服務以產品開發較高，製藥產業及醫療器材產業廠

商以生產製造較高，見表 28。 

表 28 臺北市生技廠商目前可接受委託之服務 

接 受 委 託 能 力 

項 目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無接受委託能力 336 79.4 165 79.3 63 76.8 108 81.2 

技 術 研 發 27 6.4 11 5.3 7 8.5 9 6.8 

產 品 開 發 32 7.6 17 8.2 8 9.8 7 5.3 

動 物 試 驗 7 1.7 2 1.0 3 3.7 2 1.5 

臨 床 前 試 驗 8 1.9 2 1.0 3 3.7 3 2.3 

臨 床 試 驗 21 5.0 11 5.3 5 6.1 5 3.8 

生 產 製 造 31 7.3 12 5.8 9 11.0 10 7.5 

產 品 檢 測 24 5.7 10 4.8 7 8.5 7 5.3 

產 品 行 銷 19 4.5 9 4.3 4 4.9 6 4.5 

其 他 3 0.7 3 1.4 0 0.0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總計有效值 423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08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82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133

筆。 

註 2：其他企業委外需求項目包含細胞分析、醫藥法規、藥物商品化等。 

3. 委外業務之需求 

108 年臺北市生技廠商中，共計有 86 家，約 20.3%的廠商需委外執行業

務，進一步觀察委外的生技廠商，以產品行銷和生產製造為多，各占 7.3%，其

次為臨床試驗，占 6.9%，第三高為產品檢測，占 6.6%。依產業範疇分析，應

用生技產業需委外執行項目以生產製造較高，製藥產業及醫療器材產業廠商以

臨床試驗較高，見表 29。 

表 29 臺北市生技廠商目前需要委外執行項目 

委外需求項目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無 委 外 需 求 337 79.7 168 80.8 58 70.7 111 83.5 

技 術 研 發 13 3.1 5 2.4 1 1.2 7 5.3 

產 品 開 發 9 2.1 4 1.9 1 1.2 4 3.0 

動 物 試 驗 25 5.9 11 5.3 11 13.4 3 2.3 

臨 床 前 試 驗 24 5.7 8 3.8 11 13.4 5 3.8 

臨 床 試 驗 29 6.9 6 2.9 15 18.3 8 6.0 

生 產 製 造 31 7.3 18 8.7 8 9.8 5 3.8 

產 品 檢 測 28 6.6 12 5.8 11 13.4 5 3.8 

產 品 行 銷 31 7.3 13 6.3 11 13.4 7 5.3 

其 他 2 0.5 2 1.0 0 0.0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總計有效值 423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08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82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133

筆。 

註 2：其他企業委外需求項目包含資料管理、統計分析、工程安裝、販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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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出口地區 

108 年臺北市生技廠商中，有 184 家廠商有外銷情形，占 43.5%，進一步依

產業範疇分析，以製藥廠商有外銷的占比最高，占 53.7%，其中尤以中藥製劑占

比最高，占 100%；醫療器材產業外銷家數占比居次，以體外診斷用醫材及手術

與治療用醫材居多，分別占 63.6%及 52.6%；應用生技廠商以食品生技外銷占比

較高，占 46.2%，見表 30。 

表 30 臺北市生技廠商出口情形-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出口 有出口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239 56.5 184 43.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25 60.1 83 39.9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25 61.0 16 39.0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7 70.0 3 3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5 71.4 2 28.6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42 53.8 36 46.2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46 63.9 26 36.1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38 46.3 44 53.7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31 54.4 26 45.6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6 33.3 12 66.7 

中 藥 製 劑 5 100.0 0 0.0 5 100.0 

原 料 藥 2 100.0 1 50.0 1 5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76 57.1 57 42.9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1 100.0 9 81.8 2 18.2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4 36.4 7 63.6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13 59.1 9 40.9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9 47.4 10 52.6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17 63.0 10 37.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24 55.8 19 44.2 

進一步觀察生技廠商出口地區，主要以中國大陸為多，共計 124 家，占

67.4%，其次為北美地區，共計 99 家，占 53.8%，第三高為歐洲地區，共計 80

家，占 43.5%。依產業範疇分析，各產業皆以外銷中國大陸為多，見表 31。 

表 31 臺北市生技廠商出口地區-依產業範疇分 

地 區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中 國 大 陸 124 67.4 58 69.9 31 70.5 35 61.4 

港 澳 地 區 70 38.0 35 42.2 18 40.9 17 29.8 

日 本 79 42.9 39 47.0 22 50.0 18 31.6 

韓 國 45 24.5 23 27.7 13 29.5 9 15.8 

歐 洲 地 區 80 43.5 30 36.1 20 45.5 30 52.6 

北 美 地 區 99 53.8 41 49.4 25 56.8 33 57.9 

中南美洲地區 20 10.9 7 8.4 5 11.4 8 14.0 

紐 澳 地 區 17 9.2 5 6.0 6 13.6 6 10.5 

中 南 亞 地 區 20 10.9 9 10.8 7 15.9 4 7.0 

東 南 亞 地 區 5 2.7 1 1.2 0 0.0 4 7.0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出口有效問卷為 184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83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44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5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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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銷售通路 

生技廠商銷售通路以實體通路為多，平均占比為 90.5%，而網路通路平均占

比僅 9.5%。進一步分析網路通路細項，以電子商務平台為多，平均占比為 39%，

其次為企業官網，平均占比為 35.9%，最少為社群平台，平均占比為 25.1%。 

依產業範疇分析，各產業皆以實體通路占比為多，進一步分析網路通路細項，

僅醫療器材產業以企業官網平均占比為多，應用生技產業與製藥產業皆以電子商

務平台平均占比為多，見表 32。 

表 32 臺北市生技廠商銷售通路結構-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家數 

平均實體

通路占比 

(%) 

平均網路

通路占比 

(%) 

網路通路細項 

電子商務平

台平均占比

(%) 

企業官網平

均占比(%) 

社群平台平

均占比(%) 

總 計 402 90.5 9.5 39.0 35.9 25.1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0 87.0 13.0 40.2 32.6 27.2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0 94.3 5.8 42.5 32.5 25.0 

農 業 生 技 10 89.0 11.0 23.8 27.5 48.8 

環 境 生 技 6 88.3 11.7 51.5 26.5 22.0 

食 品 生 技 77 80.9 19.1 43.4 28.4 28.2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67 89.2 10.8 33.4 44.4 22.2 

製 藥 產 業 71 98.2 1.8 55.0 35.0 10.0 

西 藥 製 劑 48 100.0 0.0 - - - 

生 物 製 劑 16 95.0 5.0 75.0 21.7 3.3 

中 藥 製 劑 5 96.0 4.0 10.0 80.0 10.0 

原 料 藥 2 85.0 15.0 40.0 30.0 3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1 91.8 8.2 34.3 42.8 22.9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1 94.5 5.5 30.0 50.0 2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98.2 1.8 60.0 30.0 1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93.0 7.0 35.6 33.3 31.1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93.2 6.8 25.0 60.0 15.0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6 90.8 9.2 27.9 45.9 26.3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2 88.9 11.1 39.2 40.6 20.3 

註：本表廠商家數為有效填答的生技廠商家數資料作為分析依據，共 40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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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商品化時程與產品推行困難 

1. 技術開發到商品化時程 

生技廠商技術開發到商品化時程，以一年至未滿三年為多，占 57.4%，未滿五年者占 90.5%。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生技產

業與醫療器材產業以一年至未滿三年為多，製藥產業以三年至未滿五年為多，見下表 33。 

表 33 臺北市生技廠商技術開發到商品化時程 

產 業 領 域 
總計 不超過半年 半年至未滿一年 一年至未滿三年 三年至未滿五年 五年至未滿十年 十年以上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357 100.0 5 1.4 15 4.2 205 57.4 98 27.5 28 7.8 6 1.7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181 100.0 2 1.1 8 4.4 119 65.7 39 21.5 12 6.6 1 0.6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39 100.0 0 0.0 3 7.7 28 71.8 7 17.9 1 2.6 0 0.0 

農 業 生 技 9 100.0 0 0.0 0 0.0 8 88.9 1 11.1 0 0.0 0 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0 0.0 0 0.0 2 28.6 1 14.3 4 57.1 0 0.0 

食 品 生 技 75 100.0 1 1.3 4 5.3 53 70.7 15 20.0 2 2.7 0 0.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51 100.0 1 2.0 1 2.0 28 54.9 15 29.4 5 9.8 1 2.0 

製 藥 產 業 71 100.0 1 1.4 2 2.8 27 38.0 29 40.8 8 11.3 4 5.6 

西 藥 製 劑 48 100.0 1 2.1 1 2.1 19 39.6 20 41.7 6 12.5 1 2.1 

生 物 製 劑 16 100.0 0 0.0 1 6.3 4 25.0 6 37.5 2 12.5 3 18.8 

中 藥 製 劑 5 100.0 0 0.0 0 0.0 3 60.0 2 40.0 0 0.0 0 0.0 

原 料 藥 2 100.0 0 0.0 0 0.0 1 50.0 1 50.0 0 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05 100.0 2 1.9 5 4.8 59 56.2 30 28.6 8 7.6 1 1.0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0 100.0 1 10.0 0 0.0 6 60.0 2 20.0 1 10.0 0 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0 100.0 0 0.0 1 10.0 5 50.0 2 20.0 2 20.0 0 0.0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17 100.0 0 0.0 1 5.9 9 52.9 6 35.3 1 5.9 0 0.0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18 100.0 1 5.6 0 0.0 9 50.0 6 33.3 2 11.1 0 0.0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19 100.0 0 0.0 0 0.0 8 42.1 8 42.1 2 10.5 1 5.3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31 100.0 0 0.0 3 9.7 22 71.0 6 19.4 0 0.0 0 0.0 

註:有商品開發之有效問卷為 35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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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推行困難 

有 413 家生技廠商認為產品推行有困難，占 97.6%，依各產業範疇和領域

分析，皆以有困難為高，見表 34。 

表 34 臺北市生技廠商產品推行困難-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沒有困難 有困難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10 2.4 413 97.6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7 3.4 201 96.6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1 2.4 40 97.6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0 0.0 10 10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0 0.0 7 100.0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1 1.3 77 98.7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5 6.9 67 93.1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2 2.4 80 97.6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2 3.5 55 96.5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0 0.0 18 100.0 

中 藥 製 劑 5 100.0 0 0.0 5 100.0 

原 料 藥 2 100.0 0 0.0 2 10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1 0.8 132 99.2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1 100.0 0 0.0 11 10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0 0.0 11 10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0 0.0 22 10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0 0.0 19 100.0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0 0.0 27 10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1 2.3 42 97.7 

進一步觀察推行困難的原因，以市場競爭激烈為多，共計 179家，占 43.3%，

其次為缺乏生物技術商業化或行銷人才，共計 119 家，占 28.8%，第三高為商

品化能力不足，共計 61 家，占 14.8%。就產業範疇分析，三大產業皆以市場競

爭激烈、缺乏生物技術商業化或行銷人才兩項占比較高，見表 35。 

表 35 臺北市生技廠商產品推行困難原因-依產業範疇分 

產 品 推 行 困 難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商 品 化 能 力 不 足 61 14.8 35 17.4 10 12.5 16 12.1 

產 品 特 色 不 足 29 7.0 20 10.0 0 0.0 9 6.8 

品 牌 能 見 度 不 佳 50 12.1 32 15.9 5 6.3 13 9.8 

法規環境過於保守 45 10.9 18 9.0 13 16.3 14 10.6 

缺乏生物技術商業

化 或 行 銷 人 才 

119 28.8 54 26.9 27 33.8 38 28.8 

市 場 競 爭 激 烈 179 43.3 93 46.3 32 40.0 54 40.9 

市 場 需 求 不 足 27 6.5 15 7.5 4 5.0 8 6.1 

其 他 2 0.5 2 1.0 0 0.0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產品推行困難有效問卷為 413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01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80 筆；醫療器材

有效值 132 筆。 

註 2：其他包含協力支援及資金不足、廣告費用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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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發展策略 

(一) 未來三年公司規劃 

1 觀察未來三年公司有規劃的廠商，以「既有產業技術升級」為多，占 61.5%，

其次為「擴大現有營業規模」，占 36.9%，第三高為「發展自有品牌」，占 24.6%。

以產業領域來看，應用生技產業及製藥產業廠商皆以「既有產業技術升級」比

例最高，醫療器材產業廠商則以「既有產業技術升級」比例及「擴大現有營業

規模」為主，見表 36。 

表 36 臺北市生技廠商未來三年規劃方向-依產業範疇分 

未 來 規 劃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既有產業技術升級 40 61.5 15 55.6 16 84.2 9 47.4 

發 展 自 有 品 牌 16 24.6 6 22.2 4 21.1 6 31.6 

異 業 結 合 7 10.8 4 14.8 0 0.0 3 15.8 

擴大現有營業規模 24 36.9 11 40.7 4 21.1 9 47.4 

多 角 化 經 營 15 23.1 9 33.3 2 10.5 4 21.1 

其 他 2 3.1 1 3.7 1 5.3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未來規劃的有效問卷為 65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7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9 筆；醫療器材有效

值 19 筆。 

註 2：其他包含授權、繼續尋求支援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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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三年智慧化科技應用 

觀察有應用的智慧化技術類型，以「感測或監測系統」為多，占 34.1%，

其次為「自動化機械與輔具」，占 23.2%，第三高為「大數據/巨量資料分析」，

占 20.9%。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與醫療器材產業皆以「感

測或監測系統」為多，見表 37。 

表 37 臺北市生技廠商未來三年智慧化科技應用類型-依產業範疇分 

智 慧 化 技 術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感 測 或 監 測 系 統 119 34.1 58 34.5 19 28.8 42 36.5 

影 像 辨 識 系 統 44 12.6 19 11.3 10 15.2 15 13.0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地

理資訊系統、遙測 

7 2.0 4 2.4 0 0.0 3 2.6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11 3.2 6 3.6 1 1.5 4 3.5 

大數據/巨量資料分析 73 20.9 39 23.2 17 25.8 17 14.8 

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 18 5.2 10 6.0 2 3.0 6 5.2 

區 塊 鏈 10 2.9 3 1.8 1 1.5 6 5.2 

溯 源 系 統 22 6.3 12 7.1 5 7.6 5 4.3 

人 工 智 慧 53 15.2 23 13.7 13 19.7 17 14.8 

虛實融合系統、物聯網 32 9.2 21 12.5 1 1.5 10 8.7 

自動化機械與輔具 81 23.2 37 22.0 17 25.8 27 23.5 

高通量篩選或定序 40 11.5 18 10.7 10 15.2 12 10.4 

3 D 列 印 8 2.3 2 1.2 1 1.5 5 4.3 

其 他 3 0.9 2 1.2 1 1.5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未來規劃的有效問卷為 349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168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66 筆；醫療器材有

效值 115 筆。 

註 2：其他包含生物整合設計、全基因定序、免疫系統療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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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 

生技廠商未來投資或是市場拓展計畫部分，有計畫的廠商占 12.3%，依產業

範疇分析，以醫療器材產業有計畫者最多，占該產業範疇的 15%，其後依序為製

藥產業占該產業範疇的 13.4%及應用生技產業占該產業範疇的 10.1%，見下表38。 

表 38 臺北市生技廠商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範 疇 
總計 無計畫 有計畫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371 87.7 52 12.3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87 89.9 21 10.1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71 86.6 11 13.4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113 85.0 20 15.0 

 

生技廠商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方向，以技術合作為多，共計 15 家，

占 28.8%，其次為自行擴大，共計 13 家，占 25%。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生

技產業與製藥產業以自行擴大為主，而醫療器材產業以技術合作為主，見表 39。 

表 39 臺北市生技廠商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方向-依產業範疇分 

投 資 或 市 場 拓 展 

計 畫 方 向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自 行 擴 大 13 25.0 11 52.4 6 54.5 7 35.0 

技 術 合 作 15 28.8 9 42.9 5 45.5 10 50.0 

併 購 3 5.8 1 4.8 0 0.0 3 15.0 

合 資 3 5.8 2 9.5 2 18.2 1 5.0 

策 略 聯 盟 7 13.5 2 9.5 4 36.4 3 15.0 

轉 投 資 5 9.6 2 9.5 1 9.1 4 20.0 

其 他 10 19.2 1 4.8 3 27.3 7 35.0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的有效問卷為 52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1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1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2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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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廠商投資或市場拓展地點，國內以臺北市為多，共計 15 家，占 28.8%，

國外以中國大陸為多，共計 30 家，占 57.7%。依產業範疇分析，國內部分，應

用生技產業與製藥產業以臺北市為多，而醫療器材產業以國內其他縣市為多；

國外部分，各產業皆以中國大陸為主，見表 40。 

表 40 臺北市生技廠商投資或市場拓展地點-依產業範疇分 

地 區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臺 北 市 15 28.8 9 42.9 4 36.4 2 10.0 

國 內 其 他 縣 市 12 23.1 7 33.3 1 9.1 4 20.0 

中 國 大 陸 30 57.7 12 57.1 5 45.5 13 65.0 

港 澳 地 區 3 5.8 0 0.0 2 18.2 1 5.0 

日 本 14 26.9 5 23.8 4 36.4 5 25.0 

韓 國 8 15.4 1 4.8 3 27.3 4 20.0 

歐 洲 地 區 12 23.1 5 23.8 2 18.2 5 25.0 

北 美 地 區 17 32.7 7 33.3 3 27.3 7 35.0 

中 南 美 洲 地 區 7 13.5 1 4.8 0 0.0 6 30.0 

紐 澳 地 區 5 9.6 1 4.8 0 0.0 4 20.0 

中 南 亞 地 區 7 13.5 2 9.5 1 9.1 4 20.0 

東 南 亞 地 區 14 26.9 3 14.3 1 9.1 10 50.0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未來投資或市場拓展計畫的有效問卷為 52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21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1

筆；醫療器材有效值 20 筆。 

進一步分析以臺北市為拓展地點之地區，若扣除尚未確定地區，主要以內

湖區為主，共計 5 家，占 33.3%，其次為南港區，共計 4 家，占 26.7%，第三

高為士林區，共計 2 家，占 13.3%，見表 41。 

表 41 臺北市生技廠商之臺北市行政區投資或市場拓展地點 

臺 北 市 行 政 區 次數 百分比(%) 

內 湖 區 5 33.3 

南 港 區 4 26.7 

大 安 區 1 6.7 

信 義 區 1 6.7 

北 投 區 1 6.7 

士 林 區 2 13.3 

尚 未 確 定 5 33.3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臺北市投資計畫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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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以國內其他縣市為拓展地點之地區，若扣除尚未確定地區，以

新北市與彰化縣為主，皆為 3 家，各占 25%，見表 42。 

表 42 臺北市生技廠商之國內其他縣市投資或市場拓展地點 

我 國 其 他 縣 市 次數 百分比(%) 

全 臺 皆 可 1 8.3 

新 北 市 3 25.0 

桃 園 市 1 8.3 

臺 中 市 1 8.3 

高 雄 市 1 8.3 

新 竹 縣 市 1 8.3 

彰 化 縣 3 25.0 

尚 未 確 定 3 25.0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國內其他縣市投資計畫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2 筆。 

(四) 新增空間需求 

僅有 16 家生技廠商表示有計畫新增空間，占 3.8%，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

生技產業有需求者共計 9 家，占 4.3%、製藥產業共計 2 家，占 2.4%、醫療器材

產業共技 5 家，占 3.8%，各產業領域新增空間需求均較於 106 年減少，見表 43。 

表 43 臺北市生技廠商新增空間需求-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範 疇 
總計 無需求 有需求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407 96.2 16 3.8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99 95.7 9 4.3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80 97.6 2 2.4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128 96.2 5 3.8 

進一步觀察新增空間地點，扣除尚未確定者，以內湖區為多，占 50%，其

次為南港區，占 18.8%，第三高為大安區，占 12.5%，見下表 44。 

表 44 臺北市生技廠商之新增空間地點 

地 區 次數 百分比(%) 

內 湖 區 8 50.0 

南 港 區 3 18.8 

中 正 區 1 6.3 

松 山 區 1 6.3 

大 安 區 2 12.5 

北 投 區 1 6.3 

士 林 區 1 6.3 

新 北 市 1 6.3 

桃 園 市 1 6.3 

臺 中 市 1 6.3 

新 竹 縣 市 1 6.3 

尚 未 確 定 1 6.3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新增空間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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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空間需求類型，以辦公室為主，占 56.3%，其次為研發實驗室，占 37.5%，

第三高為廠房，占 18.8%，見表 45。 

表 45 臺北市生技廠商之新增空間需求類型-依產業範疇分 

新 增 空 間 類 型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家數(家) 
百分比

(%) 

辦 公 室 9 56.3 6 66.7 1 28.8 2 36.5 

研 發 實 驗 室 6 37.5 4 44.4 1 15.2 1 13 

小 量 試 產 空 間 1 6.3 0 0.0 0 0 1 2.6 

會 議 及 展 示 空 間 1 6.3 1 11.1 0 1.5 0 3.5 

廠 房 3 18.8 2 22.2 1 25.8 0 14.8 

店 面 2 12.5 1 11.1 0 3 1 5.2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新增空間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6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9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2 筆；醫療器

材有效值 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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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力資源 

(一) 員工人數 

至108年底，臺北市生技產業廠商員工人數共計38,213人，依產業範疇分析，

應用生技產業員工人數最多，共20,264人，占53%，製藥產業次之，共10,871人，

占28.4%，第三為醫療器材產業，共7,078人，占18.5%。 

在平均員工數上，108年年底臺北市生技產業廠商平均員工數為69人，以製藥

產業平均員工數最多，為104人，應用生技產業次之，為69人，醫療器材產業第

三，為45人，見表46。 

表 46 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數以及平均生技員工數分布 

產 業 領 域 
企業家數 員工總數 108 年平均 

員工數 

106 年平均 

員工數 家數(家)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總 計 555 100.0 38,213 100.0 69 5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94 53.0 20,264 53.0 69 50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62 11.2 4,956 13.0 80 56 

農 業 生 技 18 3.2 1,702 4.5 95 54 

環 境 生 技 8 1.4 225 0.6 28 24 

食 品 生 技 101 18.2 8,409 22.0 83 53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05 18.9 4,972 13.0 47 43 

製 藥 產 業 105 18.9 10,871 28.4 104 87 

西 藥 製 劑 73 13.2 8,331 21.8 114 71 

生 物 製 劑 20 3.6 1,806 4.7 90 75 

中 藥 製 劑 8 1.4 392 1.0 49 33 

原 料 藥 4 0.7 342 0.9 86 22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56 28.1 7,078 18.5 45 36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12 2.2 653 1.7 54 3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3 2.3 673 1.8 52 39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5 4.5 1,653 4.3 66 43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22 4.0 1,060 2.8 48 40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30 5.4 1,181 3.1 39 29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4 9.7 1,858 4.9 34 33 

 

 

 

 

 

 

 



 

40 

 

在性別比率上，生技產業廠商男性員工平均比率為50.2%，女性員工平均比

率為49.8%，其中，應用生技產業的女性員工平均比率最高，為50.8%，其次為醫

療器材產業，為49.3%，第三為製藥產業，48.4%，見表47。 

表 47 臺北市生技廠商之員工性別比率 

產 業 範 疇 男性員工平均比率(%) 女性員工平均比率(%) 

總 計 50.2 49.8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49.2 50.8 

製 藥 產 業 51.6 48.4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50.7 49.3 

依行政區來看，內湖區的生技產業員工人數最多，為15,932人，其次為中山區，

為5,136人，第三為南港區，共3,824人。再以產業範疇來看，各產業範疇皆以內湖

區員工人數最多，見表48。 

表 48 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人數-依行政區分 

行 政 區 
員工人數總計 

(人數) 

應用生技產業 

(人數) 

製藥產業 

(人數) 

醫療器材產業 

(人數) 

總 計 38,213 20,264 10,871 7,078 

松 山 區 2,662 1,441 819 402 

信 義 區 3,515 1,922 1,042 551 

大 安 區 2,615 1,350 840 425 

中 山 區 5,136 2,970 988 1,178 

中 正 區 3,488 1,712 1,449 327 

大 同 區 402 264 92 46 

萬 華 區 8 8 0 0 

文 山 區 27 27 0 0 

南 港 區 3,824 1,130 2,114 580 

內 湖 區 15,932 9,243 3,483 3,206 

士 林 區 461 188 0 273 

北 投 區 143 9 4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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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進人員人力資源概況 

1. 主要學歷 

108年臺北市生技產業廠商新進人員主要學歷以國內大學/大專為主的業

者為最多，共計300家，占70.9%。依產業範疇分析，各產業範疇新進人員主要

學歷均以國內大學/大專為主，見表49。 

表 49 臺北市生技廠商新進人員之主要學歷-依產業範疇分 

學 歷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高 中 / 職 以 下 55 13.0 35 16.8 6 7.3 14 10.5 

國 內 大 學 / 大 專 300 70.9 145 69.7 55 67.1 100 75.2 

國 外 大 學 / 大 專 11 2.6 4 1.9 2 2.4 5 3.8 

國 內 碩 / 博 士 40 9.5 19 9.1 11 13.4 10 7.5 

國 外 碩 / 博 士 5 1.2 1 0.5 3 3.7 1 0.8 

未 聘 用 2 0.5 0 0.0 0 0.0 2 1.5 

不 限 定 10 2.4 4 1.9 5 6.1 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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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薪 

生技產業廠商新進人員起薪以28,001~32,000元區間的業者居多，共計193

家，占 45.6%，其次為 25,001~28,000元，共計 84家，占 19.9%，第三為

32,001~36,000元，共計60家，占14.2%。依產業範疇分析，新進人員起薪均以

28,001~32,000元為主，見表50。 

表 50 臺北市生技廠商新進人員之起薪-依產業範疇分 

起 薪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2 3 , 8 0 0 ~ 2 5 , 0 0 0 元 36 8.5 19 9.1 8 9.8 9 6.8 

2 5 , 0 0 1 ~ 2 8 , 0 0 0 元 84 19.9 50 24.0 10 12.2 24 18.0 

2 8 , 0 0 1 ~ 3 2 , 0 0 0 元 193 45.6 94 45.2 31 37.8 68 51.1 

3 2 , 0 0 1 ~ 3 6 , 0 0 0 元 60 14.2 28 13.5 15 18.3 17 12.8 

3 6 , 0 0 1 ~ 4 0 , 0 0 0 元 19 4.5 4 1.9 9 11.0 6 4.5 

4 0 , 0 0 1 ~ 4 5 , 0 0 0 元 7 1.7 4 1.9 1 1.2 2 1.5 

4 5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0.5 1 0.5 0 0.0 1 0.8 

5 0 , 0 0 1 元 以 上 7 1.7 3 1.4 3 3.7 1 0.8 

未 聘 用 2 0.5 0 0.0 0 0.0 2 1.5 

不 限 定 13 3.1 5 2.4 5 6.1 3 2.3 

(三) 主管級人員人力資源概況 

1. 主要學歷 

在主管級人員主要學歷部分，以國內碩/博士居多，共計270家，占63.8%，

各產業範疇主管級人員均以國內碩/博士居多，見表51。 

表 51 臺北市生技廠商主管級人員之主要學歷-依產業範疇分 

學 歷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高 中 / 職 以 下 3 0.7 2 1.0 0 0.0 1 0.8 

國 內 大 學 / 大 專 109 25.8 57 27.4 13 15.9 39 29.3 

國 外 大 學 / 大 專 17 4.0 10 4.8 3 3.7 4 3.0 

國 內 碩 / 博 士 270 63.8 129 62.0 57 69.5 84 63.2 

國 外 碩 / 博 士 18 4.3 9 4.3 6 7.3 3 2.3 

未 聘 用 2 0.5 0 0.0 0 0.0 2 1.5 

不 限 定 4 0.9 1 0.5 3 3.7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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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月薪 

在主管級人員的平均月薪上，以 50,001~60,000 元區間的業者居多，共計

103 家，占 24.3%，其次為 60,001~70,000 元區間，共計 102 家，占 24.1%，第

三為 40,001~50,000 元區間，共計 99 家，占 23.4%。 

依產業範疇來看，應用生技產業主管級人員薪資以40,001~50,000元區間的

業者居多，共計58家，占27.9%，製藥產業主管級人員薪資以60,001~70,000元

區間者居多，共計 25家，占30.5%，醫療器材產業主管級人員薪資在

50,001~60,000元區間者為多，共計37家，占27.8%，見表52。 

表 52 臺北市生技廠商主管級人員平均月薪-依產業範疇分 

月 薪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4 0 , 0 0 0 元 以 下 8 1.9 3 1.4 4 4.9 1 0.8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99 23.4 58 27.9 11 13.4 30 22.6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03 24.3 49 23.6 17 20.7 37 27.8 

6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102 24.1 47 22.6 25 30.5 30 22.6 

7 0 , 0 0 1 ~ 8 0 , 0 0 0 元 41 9.7 19 9.1 6 7.3 16 12.0 

8 0 , 0 0 1 ~ 9 0 , 0 0 0 元 20 4.7 7 3.4 5 6.1 8 6.0 

90,001~100,000 元 13 3.1 9 4.3 2 2.4 2 1.5 

1 0 0 ,0 0 1 ~1 5 0 ,0 0 0 元 9 2.1 4 1.9 3 3.7 2 1.5 

1 5 0 ,0 0 1 ~2 0 0 ,0 0 0 元 6 1.4 2 1.0 4 4.9 0 0.0 

2 0 0 , 0 0 1 元 以 上 5 1.2 1 0.5 1 1.2 3 2.3 

未 聘 用 2 0.5 0 0.0 0 0.0 2 1.5 

不 限 定 15 3.5 9 4.3 4 4.9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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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業人才招募需求 

1. 國內人才 

108 年年底，臺北市生技廠商在國內人才招募需求上，表示有需求的廠商

共計 195 家，占 46.1%。依產業範疇來看，製藥產業有需求比例最高，共 45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54.9%，其次為醫療器材產業，共 60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45.1%，以應用生技產業最低，共 90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43.3%，見表 53。 

表 53 臺北市生技廠商國內人才招募需求-依產業範疇分 

有 無 國 內 人 才 

招 募 需 求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無 需 求 228 53.9 118 56.7 37 45.1 73 54.9 

有 需 求 195 46.1 90 43.3 45 54.9 60 45.1 

依產業領域分析，中藥製劑有國內人才招募需求比例最高，共計 4 家，占

該產業領域的 80%，其次為診斷與監測用醫材，共 19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70.4%，

第三為生物製劑，共 12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66.7%，見表 54。 

表 54 臺北市生技廠商國內人才招募需求-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需求 有需求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228 53.9 195 46.1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18 56.7 90 43.3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24 58.5 17 41.5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6 60.0 4 4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3 42.9 4 57.1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43 55.1 35 44.9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42 58.3 30 41.7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37 45.1 45 54.9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28 49.1 29 50.9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6 33.3 12 66.7 

中 藥 製 劑 5 100.0 1 20.0 4 80.0 

原 料 藥 2 100.0 2 10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73 54.9 60 45.1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1 100.0 6 54.5 5 45.5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8 72.7 3 27.3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11 50.0 11 5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10 52.6 9 47.4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8 29.6 19 70.4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30 69.8 13 30.2 



 

45 

 

在需求的國內人才類型上，以需要業務銷售人員的業者居多，共計 83 家，

占 42.6%，其次為研發人員，共計 81 家，占 41.5%，第三為行銷/企劃人員，

共計 52 家，占 26.7%。依產業範疇來看，應用生技產業和醫療器材產業以業

務銷售人員為主要需求人才類型，製藥產業以研發人員為主要需求人才類型，

見表 55。 

表 55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招募的國內人才類型-依產業範疇分 

人 才 類 型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專 業 經 理 人 28 14.4 11 12.2 10 22.2 7 11.7 

研 發 人 員 81 41.5 31 34.4 27 60.0 23 38.3 

產 品 設 計 人 員 30 15.4 11 12.2 5 11.1 14 23.3 

生 產 製 造 人 員 42 21.5 18 20.0 14 31.1 10 16.7 

財 務 管 理 人 員 17 8.7 7 7.8 2 4.4 8 13.3 

法 務 人 員 10 5.1 3 3.3 5 11.1 2 3.3 

行 銷 / 企 劃 人 員 52 26.7 31 34.4 5 11.1 15 25.0 

業 務 銷 售 人 員 83 42.6 37 41.1 18 40.0 27 45.0 

資 訊 人 員 8 4.1 2 2.2 3 6.7 3 5.0 

臨 床 監 測 人 員 19 9.7 9 10.0 9 20.0 1 1.7 

其 他 10 5.1 4 4.4 4 8.9 2 3.3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招募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95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90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45 筆；醫療器

材產業有效值 60 筆。 

註 2：其他需要招募的國內人才類型包含生物分析人員、維修人員、營養師、護理師、倉管人員等。 

依產業領域來看，農業生技徵求的國內人才類型以行銷／企劃人員和研發

人員為主；輔助與彌補用醫材以專業經理人和業務銷售人員為主；手術與治療

用醫材、診斷與監測用醫材以研發人員及業務銷售人員為主；環境生技、食品

生技產業以行銷／企劃人員為主；西藥製劑、生物製劑、體外診斷用醫材以研

發人員為主；中藥製劑以生產製造人員為主；其他產業徵求的人才為以業務銷

售人員為主，見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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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招募的國內人才類型-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專業經理人 研發人員 產品設計人員 生產製造人員 財務管理人員 法務人員 
行銷／企劃人

員 
業務銷售人員 資訊人員 臨床監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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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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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4.4 81 41.5 30 15.4 42 21.5 17 8.7 10 5.1 51 26.2 82 42.1 8 4.1 19 9.7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11 12.2 31 34.4 11 12.2 18 20.0 7 7.8 3 3.3 31 34.4 37 41.1 2 2.2 9 10.0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3 17.6 8 47.1 1 5.9 4 23.5 1 5.9 1 5.9 1 5.9 12 70.6 0 0.0 0 0.0 

農 業 生 技 0 0.0 3 75.0 1 25.0 1 25.0 1 25.0 0 0.0 3 75.0 0 0.0 0 0.0 0 0.0 

環 境 生 技 0 0.0 0 0.0 0 0.0 1 25.0 0 0.0 0 0.0 3 75.0 2 50.0 0 0.0 0 0.0 

食 品 生 技 5 14.3 9 25.7 5 14.3 10 28.6 4 11.4 1 2.9 13 37.1 11 31.4 2 5.7 2 5.7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3 10.0 11 36.7 4 13.3 2 6.7 1 3.3 1 3.3 11 36.7 12 40.0 0 0.0 7 23.3 

製 藥 產 業 10 22.2 27 60.0 5 11.1 14 31.1 2 4.4 5 11.1 5 11.1 18 40.0 3 6.7 9 20.0 

西 藥 製 劑 7 24.1 16 55.2 2 6.9 6 20.7 2 6.9 3 10.3 4 13.8 15 51.7 2 6.9 6 20.7 

生 物 製 劑 3 25.0 9 75.0 3 25.0 5 41.7 0 0.0 2 16.7 1 8.3 2 16.7 1 8.3 3 25.0 

中 藥 製 劑 0 0.0 2 50.0 0 0.0 3 75.0 0 0.0 0 0.0 0 0.0 1 25.0 0 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7 11.7 23 38.3 14 23.3 10 16.7 8 13.3 2 3.3 15 25.0 27 45.0 3 5.0 1 1.7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

材 
0 0.0 1 20.0 0 0.0 0 0.0 0 0.0 0 0.0 2 40.0 4 80.0 1 20.0 0 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0 0.0 3 100.0 0 0.0 1 33.3 0 0.0 0 0.0 1 33.3 1 33.3 0 0.0 0 0.0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4 36.4 2 18.2 3 27.3 0 0.0 1 9.1 0 0.0 2 18.2 4 36.4 1 9.1 0 0.0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1 11.1 4 44.4 2 22.2 2 22.2 1 11.1 0 0.0 1 11.1 4 44.4 0 0.0 1 11.1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1 5.3 7 36.8 5 26.3 2 10.5 6 31.6 1 5.3 5 26.3 7 36.8 1 5.3 0 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1 7.7 6 46.2 4 30.8 5 38.5 0 0.0 1 7.7 4 30.8 7 53.8 0 0.0 0 0.0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招募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9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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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人才 

在生技廠商對國際人才的需求上，有需求的業者共計 38 家，占 9%。依產

業範疇來看，以製藥產業的需求最高，共計 16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為 19.5%，

其次為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11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8.3%，最低為應用生技產

業，共計 11 家有需求，占該產業範疇的 5.3%。依產業領域來看，中藥製劑的

國際人才需求最高，共計 2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40%，其次為生物製劑，共計

5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27.8%，第三為西藥製劑，共計 9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15.8%，見表 57。 

表 57 臺北市生技廠商國際人才招募需求-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需求 有需求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385 91.0 38 9.0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97 94.7 11 5.3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38 92.7 3 7.3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10 100.0 0 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7 100.0 0 0.0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76 97.4 2 2.6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66 91.7 6 8.3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66 80.5 16 19.5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48 84.2 9 15.8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13 72.2 5 27.8 

中 藥 製 劑 5 100.0 3 60.0 2 40.0 

原 料 藥 2 100.0 2 10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122 91.7 11 8.3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1 100.0 10 90.9 1 9.1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11 100.0 0 0.0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22 100.0 0 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17 89.5 2 10.5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24 88.9 3 11.1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38 88.4 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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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的國際人才類型上，以需求研發人員的業者為多，共計 18 家，占

47.4%；其次為業務銷售人員，共計 13 家，占 34.2%，第三為產品設計人員，

共計 8 家，占 21.1%。以產業範疇來看，製藥產業主要需求的國際人才為研發

人員，應用生技產業以業務銷售人員為主，醫療器材產業則在研發人員、產品

設計人員，以及業務銷售人員有較高的比例，見表 58。 

表 58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招募的國際人才類型-依產業範疇分 

人 才 類 型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專 業 經 理 人 7 18.4 2 18.2 5 31.3 0 0.0 

研 發 人 員 18 47.4 2 18.2 11 68.8 5 45.5 

產 品 設 計 人 員 8 21.1 1 9.1 2 12.5 5 45.5 

生 產 製 造 人 員 2 5.3 0 0.0 2 12.5 0 0.0 

財 務 管 理 人 員 1 2.6 0 0.0 0 0.0 1 9.1 

法 務 人 員 1 2.6 1 9.1 0 0.0 0 0.0 

行 銷 / 企 劃 人 員 4 10.5 2 18.2 1 6.3 1 9.1 

業 務 銷 售 人 員 13 34.2 5 45.5 3 18.8 5 45.5 

資 訊 人 員 1 2.6 0 0.0 0 0.0 1 9.1 

臨 床 監 測 人 員 5 13.2 2 18.2 2 12.5 1 9.1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招募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38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11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6 筆；醫療器材

產業有效值 11 筆。 

 

依產業領域來看，生技特用化學品、診斷與監測用醫材產業需求的國際人

才以業務銷售人員為主；相關技術服務業需求的國際人才以專業經理人為主；

食品生技產業中，產品設計人員、行銷／企劃人員和業務銷售人員為主要的國

際人才招募類型；其他類醫療器材產業則以產品設計人員和業務銷售人員為主；

其他產業領域均以業務銷售人員為主要的國際人才招募類型，見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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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招募的國際人才類型-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專業經理人 研發人員 產品設計人員 生產製造人員 財務管理人員 法務人員 行銷／企劃人員 業務銷售人員 資訊人員 臨床監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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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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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8.4 18 47.4 8 21.1 2 5.3 1 2.6 1 2.6 4 10.5 13 34.2 1 2.6 5 13.2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 18.2 2 18.2 1 9.1 0 0.0 0 0.0 1 9.1 2 18.2 5 45.5 0 0.0 2 18.2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0 0.0 1 33.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3 100.0 0 0.0 0 0.0 

食 品 生 技 0 0.0 0 0.0 1 50.0 0 0.0 0 0.0 0 0.0 1 50.0 1 50.0 0 0.0 0 0.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2 33.3 1 16.7 0 0.0 0 0.0 0 0.0 1 16.7 1 16.7 1 16.7 0 0.0 2 33.3 

製 藥 產 業 5 31.3 11 68.8 2 12.5 2 12.5 0 0.0 0 0.0 1 6.3 3 18.8 0 0.0 2 12.5 

西 藥 製 劑 4 44.4 7 77.8 1 11.1 0 0.0 0 0.0 0 0.0 1 11.1 2 22.2 0 0.0 1 11.1 

生 物 製 劑 1 20.0 2 40.0 1 20.0 1 20.0 0 0.0 0 0.0 0 0.0 1 20.0 0 0.0 1 20.0 

中 藥 製 劑 0 0.0 2 100.0 0 0.0 1 5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0 0.0 5 45.5 5 45.5 0 0.0 1 9.1 0 0.0 1 9.1 5 45.5 1 9.1 1 9.1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0 0.0 1 100.0 0 0.0 0 0.0 1 100.0 0 0.0 0 0.0 0 0.0 1 100.0 0 0.0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0 0.0 1 50.0 1 5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 50.0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0 0.0 1 33.3 1 33.3 0 0.0 0 0.0 0 0.0 0 0.0 2 66.7 0 0.0 0 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0 0.0 2 40.0 3 60.0 0 0.0 0 0.0 0 0.0 1 20.0 3 60.0 0 0.0 0 0.0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招募需求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3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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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員工教育訓練 

108 年底生技廠商員工教育訓練狀況來看，有訓練的業者共計有 321 家，占

75.9%，依產業範疇分析，製藥產業有員工訓練比例最高，共計 69 家，占該產業

範疇的 84.1%。依產業領域分析，中藥製劑和原料藥有員工訓練比例最高，均為

100%，生物製劑次之，為 88.9%，見表 60。 

表 60 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教育訓練狀況-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訓練 有訓練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102 24.1 321 75.9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53 25.5 155 74.5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10 24.4 31 75.6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4 40.0 6 6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2 28.6 5 71.4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20 25.6 58 74.4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17 23.6 55 76.4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13 15.9 69 84.1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11 19.3 46 80.7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2 11.1 16 88.9 

中 藥 製 劑 5 100.0 0 0.0 5 100.0 

原 料 藥 2 100.0 0 0.0 2 10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36 27.1 97 72.9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1 100.0 4 36.4 7 63.6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2 18.2 9 81.8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8 36.4 14 63.6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3 15.8 16 84.2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5 18.5 22 81.5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14 32.6 29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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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辦理員工教育訓練的原因中，主要原因為員工已具備足夠工作技能，共

計 61 家，占 59.8%。依產業範疇來看，醫療器材產業未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原因

以其他居多，其他產業範疇均以員工已具備足夠工作技能占比較高，見表 61。 

表 61 臺北市生技廠商未辦理教育訓練原因-依產業範疇分 

未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原 因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

比(%) 
家數 

百分比

(%) 

員工已具備足夠工作技能 61 59.8 34 64.2 10 76.9 17 47.2 

缺 乏 課 程 與 師 資 2 2.0 2 3.8 0 0.0 0 0.0 

經費不足與訓練費用過高 6 5.9 4 7.5 0 0.0 2 5.6 

員 工 參 訓 意 願 低 2 2.0 1 1.9 0 0.0 1 2.8 

缺 乏 訓 練 時 間 6 5.9 5 9.4 0 0.0 1 2.8 

其 他 66 64.7 31 58.5 8 61.5 27 75.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未辦理員工教育訓練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02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53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3

筆；醫療器材產業有效值 36 筆。 

註 2：其他未辦理員工訓練原因包含公司規模不需要、無訓練需求等。 

在辦理的員工教育訓練課程中，以行銷業務為多，共計 140 家，占 43.6%，

創新研發次之，共計 137 家，占 42.7%；第三為生產製造，共計 128 家，占

39.9%。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生技產業以行銷業務課程較多，共計 80 家，占

51.6%，製藥產業以生產製造課程較多，共計 35 家，占 50.7%，醫療器材產業

以創新研發課程為主，共計 44 家，占 45.4%，見表 62。 

表 62 臺北市生技廠商較常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依產業範疇分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經 營 管 理 113 35.2 49 31.6 24 34.8 40 41.2 

人 資 行 政 18 5.6 8 5.2 3 4.3 7 7.2 

財 會 金 融 10 3.1 5 3.2 3 4.3 2 2.1 

創 新 研 發 137 42.7 62 40.0 31 44.9 44 45.4 

行 銷 業 務 140 43.6 80 51.6 21 30.4 39 40.2 

生 產 製 造 128 39.9 54 34.8 35 50.7 39 40.2 

採 購 倉 管 23 7.2 11 7.1 1 1.4 11 11.3 

資 訊 管 理 16 5.0 8 5.2 3 4.3 5 5.2 

語 言 學 習 4 1.2 3 1.9 0 0.0 1 1.0 

法 律 智 財 15 4.7 4 2.6 6 8.7 5 5.2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辦理員工教育訓練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321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155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69

筆；醫療器材產業有效值 9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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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人才聘用狀況 

108 年底生技廠商在聘用國際人才狀況上，有聘用國際人才的業者共計 84

家，占 19.9%。依產業範疇來看，製藥產業聘用國際人才比率最高，共計 28 家，

占該產業範疇的 34.1%，其後依序為醫療器材產業 24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18%；

應用生技產業 32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15.4%。依產業領域來看，生物製劑有聘

用國際人才的業者最多，共計 9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50%，其次為中藥製劑，共

2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40%，第三為診斷與監測用醫材，共 10 家，占該產業領

域的 37%，見表 63。 

表 63 臺北市生技廠商國際人才聘用狀況-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聘用 有聘用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339 80.1 84 19.9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76 84.6 32 15.4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38 92.7 3 7.3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9 90.0 1 1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7 100.0 0 0.0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68 87.2 10 12.8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54 75.0 18 25.0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54 65.9 28 34.1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40 70.2 17 29.8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9 50.0 9 50.0 

中 藥 製 劑 5 100.0 3 60.0 2 40.0 

原 料 藥 2 100.0 2 10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109 82.0 24 18.0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1 100.0 9 81.8 2 18.2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8 72.7 3 27.3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21 95.5 1 4.5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16 84.2 3 15.8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17 63.0 10 37.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38 88.4 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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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聘用國際人才的來源地區上，以北美地區最多，共 33 家，占 39.3%，其

次為歐洲地區，共 28 家，占 33.3%，第三為中國大陸，共 25 家，占 29.8%。 

依產業範疇進一步分析，醫療器材產業國際人才主要來源地區為歐洲地區，

為 54.2%，其他產業範疇皆以北美地區居多，見表 64。 

表 64 臺北市生技廠商聘用之國際人才主要地區-依產業範疇分 

地 區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中 國 大 陸 25 29.8 9 28.1 8 28.6 8 33.3 

港 澳 地 區 13 15.5 7 21.9 5 17.9 1 4.2 

日 本 15 17.9 8 25.0 5 17.9 2 8.3 

韓 國 6 7.1 3 9.4 1 3.6 2 8.3 

歐 洲 地 區 28 33.3 10 31.3 5 17.9 13 54.2 

北 美 地 區 33 39.3 13 40.6 9 32.1 11 45.8 

中 南 美 洲 地 區 2 2.4 0 0.0 0 0.0 2 8.3 

紐 澳 地 區 1 1.2 0 0.0 1 3.6 0 0.0 

中 南 亞 地 區 2 2.4 0 0.0 2 7.1 0 0.0 

東 南 亞 地 區 14 16.7 2 6.3 6 21.4 6 25.0 

註：本表為複選題。有聘用國際人才家數總計有效值 84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32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28 筆；醫療器

材產業有效值 2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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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聘用國際人才上有遭遇困難的業者共計 29 家，占 34.5%，依產業範疇分

析，以製藥產業有遭遇困難的業者最多，共計 14 家，占 50%。 

以產業領域來看，生物製劑在聘用國際人才有遭遇困難者最多，共計 6 家，

占該產業領域的 75%，其次為手術與治療用醫材，共計 2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66.7%，第三為中藥製劑和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皆為 1 家，占各自產業領域

的 50%，見表 65。 

表 65 臺北市生技廠商聘用國際人才是否遭遇困難-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無困難 有困難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84 100.0 55 65.5 29 34.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32 100.0 25 78.1 7 21.9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3 100.0 3 100.0 0 0.0 

農 業 生 技 1 100.0 1 100.0 0 0.0 

食 品 生 技 10 100.0 9 90.0 1 10.0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18 100.0 12 66.7 6 33.3 

製 藥 產 業 28 100.0 14 50.0 14 50.0 

西 藥 製 劑 18 100.0 11 61.1 7 38.9 

生 物 製 劑 8 100.0 2 25.0 6 75.0 

中 藥 製 劑 2 100.0 1 50.0 1 5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24 100.0 16 66.7 8 33.3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2 100.0 1 50.0 1 50.0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3 100.0 2 66.7 1 33.3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1 100.0 1 100.0 0 0.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3 100.0 1 33.3 2 66.7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10 100.0 7 70.0 3 30.0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5 100.0 4 80.0 1 20.0 

註：有聘用國際人才家數總計有效值 8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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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的困難上，以人才供給不足為主，共計 11 家，占 37.9%，其次為缺乏

有效人才招募管道，共計 9 家，占 31%。依產業範疇來看，應用生技產業遭遇問題

以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為主，共計 4 家，占 57.1%；製藥產業以人才供給不足為

主，共計 9 家，占 64.3%，醫療器材產業遭遇的問題為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和薪

資競爭力不足，皆為 3 家，各占 37.5%，見表 66。 

表 66 臺北市生技廠商聘用國際人才遭遇之困難-依產業範疇分 

聘用國際人才遭遇之困難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

比(%) 
家數 

百分比

(%) 

缺 乏 有 效 人 才 招 募 管 道 9 31.0 4 57.1 2 14.3 3 37.5 

人 才 供 給 不 足 11 37.9 1 14.3 9 64.3 1 12.5 

薪 資 競 爭 力 不 足 8 27.6 1 14.3 4 28.6 3 37.5 

國 際 化 環 境 尚 未 完 善 8 27.6 2 28.6 4 28.6 2 25.0 

居 留 與 歸 化 條 件 之 

法 令 限 制 

3 10.3 0 0.0 2 14.3 1 12.5 

其 他 1 3.4 0 0.0 1 7.1 0 0.0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國際人才聘用困難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29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7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14 筆；

醫療器材產業有效值 8 筆。 

註 2：其他國際人才聘用困難原因為人才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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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市府政策與服務規劃 

(一) 國際市場布局協助 

108 年底臺北市生技廠商對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國際市場布局協助上，認為需要

協助者共計 154 家，占 36.4%。依產業範疇分析，製藥產業表示需要協助的業者共

計 39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47.6%，比例高於其他產業範疇。依產業範疇來看，生

物製劑產業需要協助比例最高，共計 12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66.7%，體外診斷用醫

材次之，共計 6 家，占該產業領域的 54.5%，第三為診斷與監測用醫材共計 14 家，

占該產業領域的 51.9%，見表 67。 

表 67 臺北市生技廠商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國際市場佈局協助-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總計 不需要協助 需要協助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總 計 423 100.0 269 63.6 154 36.4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08 100.0 141 67.8 67 32.2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1 100.0 31 75.6 10 24.4 

農 業 生 技 10 100.0 8 80.0 2 20.0 

環 境 生 技 7 100.0 4 57.1 3 42.9 

食 品 生 技 78 100.0 52 66.7 26 33.3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72 100.0 46 63.9 26 36.1 

製 藥 產 業 82 100.0 43 52.4 39 47.6 

西 藥 製 劑 57 100.0 32 56.1 25 43.9 

生 物 製 劑 18 100.0 6 33.3 12 66.7 

中 藥 製 劑 5 100.0 3 60.0 2 40.0 

原 料 藥 2 100.0 2 100.0 0 0.0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33 100.0 85 63.9 48 36.1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1 100.0 8 72.7 3 27.3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1 100.0 5 45.5 6 54.5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2 100.0 14 63.6 8 36.4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9 100.0 11 57.9 8 42.1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27 100.0 13 48.1 14 51.9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43 100.0 34 79.1 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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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協助的項目上，以增加國際行銷補助居多，共計 75 家，占 48.7%，媒

合國際產學研技術合作次之，共計 64 家，占 41.6%，第三為推動國際合作交流，

共計 59 家，占 38.3%。依產業範疇來看，應用生技產業和醫療器材產業均以增加

國際行銷補助為最多，製藥產業則以推動國際合作交流，以及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

合作最多，見表 68。 

表 68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的國際市場佈局協助-依產業範疇分 

需 要 的 國 際 市 場 布 局 協 助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

數 

百分比

(%) 

家

數 

百分比

(%) 

增 加 國 際 行 銷 補 助 75 48.7 32 47.8 15 38.5 28 58.3 

國 際 行 銷 組 團 20 13.0 6 9.0 5 12.8 9 18.8 

推 動 國 際 合 作 交 流 59 38.3 24 35.8 18 46.2 17 35.4 

吸引國際廠商來臺設立研發中心 20 13.0 10 14.9 6 15.4 4 8.3 

設 立 國 內 外 育 成 據 點 15 9.7 7 10.4 2 5.1 6 12.5 

法 務 （ 藥 證 ） 顧 問 諮 詢 35 22.7 12 17.9 11 28.2 12 25.0 

媒 合 國 際 產 學 研 技 術 合 作 64 41.6 29 43.3 18 46.2 17 35.4 

協 助 引 進 國 際 人 才 25 16.2 7 10.4 12 30.8 6 12.5 

協 助 成 立 國 際 據 點 15 9.7 6 9.0 3 7.7 6 12.5 

協 助 取 得 國 外 認 證 30 19.5 13 19.4 6 15.4 11 22.9 

註：本題為複選題。需要政府協助國際市場布局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54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67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39 筆；醫療器材產業有效值 48 筆。 

以產業領域分析之，食品生技產業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為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

合作，占 50%；相關技術服務業以推動國際合作交流、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合作為

主，各為 46.2%；西藥製劑建議政府提供協助項目為推動國際合作交流，為 60%；

生物製劑以法務（藥證）顧問諮詢、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合作、引協助引進國際人

才為建議提供協助項目，各為 33.3%，其他產業領域皆以增加國際行銷補助為主要

建議協助項目，見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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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臺北市生技廠商需要的國際市場佈局協助-依產業領域分 

產 業 領 域 

行銷補助 行銷組團 合作交流 設立研發中心 
設立育成 

據點 

法務（藥

證）顧問諮

詢 

產學研技

術合作 

引進國際 

人才 

成立國際 

據點 

取得國外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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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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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48.7 20 13.0 59 38.3 20 13.0 15 9.7 35 22.7 64 41.6 25 16.2 15 9.7 30 19.5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32 47.8 6 9.0 24 35.8 10 14.9 7 10.4 12 17.9 29 43.3 7 10.4 6 9.0 13 19.4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7 70.0 0 0.0 3 30.0 2 20.0 1 10.0 1 10.0 4 40.0 3 30.0 2 20.0 2 20.0 

農 業 生 技 2 100.0 0 0.0 2 100.0 0 0.0 0 0.0 1 50.0 0 0.0 0 0.0 0 0.0 1 50.0 

環 境 生 技 3 100.0 0 0.0 1 33.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食 品 生 技 12 46.2 2 7.7 6 23.1 2 7.7 3 11.5 3 11.5 13 50.0 0 0.0 2 7.7 6 23.1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8 30.8 4 15.4 12 46.2 6 23.1 3 11.5 7 26.9 12 46.2 4 15.4 2 7.7 4 15.4 

製 藥 產 業 15 38.5 5 12.8 18 46.2 6 15.4 2 5.1 11 28.2 18 46.2 12 30.8 3 7.7 6 15.4 

西 藥 製 劑 11 44.0 4 16.0 15 60.0 5 20.0 2 8.0 7 28.0 13 52.0 7 28.0 2 8.0 5 20.0 

生 物 製 劑 3 25.0 1 8.3 2 16.7 0 0.0 0 0.0 4 33.3 4 33.3 4 33.3 1 8.3 0 0.0 

中 藥 製 劑 1 50.0 0 0.0 1 50.0 1 50.0 0 0.0 0 0.0 1 50.0 1 50.0 0 0.0 1 50.0 

原 料 藥 0 - - - - - - - - - - - - - - - - - - -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28 58.3 9 18.8 17 35.4 4 8.3 6 12.5 12 25.0 17 35.4 6 12.5 6 12.5 11 22.9 

預 防 與 健 康 促 進 用 器 材 1 33.3 1 33.3 0 0.0 0 0.0 0 0.0 1 33.3 1 33.3 0 0.0 0 0.0 1 33.3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2 33.3 0 0.0 1 16.7 0 0.0 2 33.3 1 16.7 2 33.3 1 16.7 1 16.7 2 33.3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6 75.0 1 12.5 3 37.5 1 12.5 0 0.0 0 0.0 2 25.0 2 25.0 2 25.0 2 25.0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6 75.0 1 12.5 3 37.5 1 12.5 0 0.0 4 50.0 4 50.0 0 0.0 2 25.0 1 12.5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7 50.0 4 28.6 7 50.0 1 7.1 3 21.4 5 35.7 4 28.6 2 14.3 0 0.0 1 7.1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6 66.7 2 22.2 3 33.3 1 11.1 1 11.1 1 11.1 4 44.4 1 11.1 1 11.1 4 44.4 

註：本題為複選題。需要政府協助國際市場布局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5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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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情影響與紓困資源申請狀況 

108 年年底臺北市生技產業廠商是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表示有影響

的業者共計 160 家，占 37.8%。依產業範疇分析，應用生技產業認為有影響比例

最高，共計 86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41.3%，其後依序為醫療器材產業，共計 47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35.3%，製藥產業共計 27 家，占 32.9%，見表 70。 

表 70 臺北市生技廠商是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依產業範疇分 

有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 響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無 影 響 263 62.2 122 58.7 55 67.1 86 64.7 

有 影 響 160 37.8 86 41.3 27 32.9 47 35.3 

 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對臺北市生技廠商造成之影響上，以市場需求萎縮為主，

共計 88 家，占 55%，其次為上游缺料，共計 43 家，占 26.9%，第三為使 109 年

營收減少，共計 39 家，占 24.4%。 

依產業範疇分析，製藥產業以上游缺料為主要影響，共計 11 家，占 40.7%，

其他產業範疇則以市場需求萎縮為主要影響，見表 71。 

表 71 新冠肺炎疫情對臺北市生技廠商造成之影響-依產業範疇分 

新冠肺炎疫 情造成 之 影響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

數 

百分

比(%) 
家數 

百分比

(%) 

上 游 缺 料 43 26.9 21 24.4 11 40.7 11 23.4 

生 產 缺 工 8 5.0 4 4.7 2 7.4 2 4.3 

工 廠 停 擺 13 8.1 6 7.0 2 7.4 5 10.6 

市 場 需 求 萎 縮 88 55.0 53 61.6 7 25.9 28 59.6 

市 場 需 求 增 加 21 13.1 12 14.0 2 7.4 7 14.9 

人 力 成 本 減 少 1 0.6 0 0.0 1 3.7 0 0.0 

人 力 成 本 增 加 18 11.3 11 12.8 4 14.8 3 6.4 

使 1 0 9 年 營 收 成 長 8 5.0 6 7.0 1 3.7 1 2.1 

使 1 0 9 年 營 收 減 少 39 24.4 20 23.3 5 18.5 14 29.8 

其 他 8 5.0 4 4.7 2 7.4 2 4.3 

註 1：本題為複選題。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160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86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27 筆；醫療器材產業有效值 47 筆。 

註 2：其他疫情影響包含原物料價格上漲、海外市場停滯、國際行銷受嚴重影響、無法出國拜訪客戶、國際臨床試驗

延誤、無法進口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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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申請紓困資源上，有申請業者共計 37 家，比例為 8.7%，以應用生技

產業有申請比例最高，共計 19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9.1%，其後依序為醫療器材

產業，共計 12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9%，製藥產業共計 6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7.3%，見表 72。 

表 72 臺北市生技廠商是否申請紓困資源-依產業範疇分 

有無申請紓困資源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 

總 計 423 100.0 208 100.0 82 100.0 133 100.0 

無 申 請 386 91.3 189 90.9 76 92.7 121 91.0 

有 申 請 37 8.7 19 9.1 6 7.3 12 9.0 

 

在申請紓困的項目上，以勞工紓困申請比例最高，共計 17 家，占 45.9%，其

次為水電費折扣，共計 15 家，占 40.5%，第三為租屋協助，共計 14 家，占 37.8%。 

依產業範疇來看，應用生技產業申請的紓困資源以勞工紓困為主，共計 12 家，

占該產業範疇的 63.2%；製藥產業以租屋協助為主，共計 3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50%；醫療器材產業以水電費折扣為主，共計 8 家，占該產業範疇的 66.7%，見表

73。 

表 73 臺北市生技廠商申請紓困資源類型-依產業範疇分 

紓 困 資 源 

類 型 

總計 應用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融 資 協 助 3 8.1 1 5.3 0 0.0 2 16.7 

稅 務 協 助 8 21.6 1 5.3 2 33.3 5 41.7 

水電費折扣 15 40.5 6 31.6 1 16.7 8 66.7 

補 助 / 補 貼 12 32.4 5 26.3 2 33.3 5 41.7 

勞 工 紓 困 17 45.9 12 63.2 1 16.7 4 33.3 

租 屋 協 助 14 37.8 7 36.8 3 50.0 4 33.3 

註：本題為複選題。有申請紓困資源的家數總計有效值 37 筆；應用生技有效值 19 筆；製藥產業有效值 6 筆；醫療器

材產業有效值 1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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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綜合比較分析 

(一) 歷年母體家數變化 

分析歷年臺北市生技廠商母體家數成長變化，臺北市生技廠商從 96 年度的

202 家成長至 108 年的 555 家，歷年家數呈現成長趨勢，106 年與 108 年家數成

長率分別為 22%及 15.1%，成長幅度明顯，見圖 5。 

 

圖 5 臺北市生技廠商母體家數 96~108 年變化 

進一步分析臺北市生技廠商三大產業範疇家數成長變化，臺北市應用生技廠

商從 96 年度的 105 家成長至 108 年的 294 家，臺北市醫療器材生技廠商從 96 年

度的 48 家成長至 108 年的 156 家，臺北市製藥產業廠商從 96 年度的 49 家成長

至 108 年的 105 家，見圖 6。 

 

圖 6 臺北市生技廠商子產業母體家數 96~108 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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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年員工人數變動 

觀察近十年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數變化，生技廠商員工數從 96 年的 9,952

人成長至 108 年的 38,213 人，見圖 7。 

 

圖 7 臺北市生技廠商員工人數 96~108 年變化 

進一步分析臺北市生技廠商三大產業範疇員工數成長變化，臺北市應用生技

員工從 96 年度的 4,031 人增加至 108 年的 20,264 人，臺北市製藥產業員工數從

96 年度的 3,969 人增加至 108 年的 10,871 人，臺北市醫療器材生技員工從 96 年

度的 1,952 人增加至 108 年的 7,078 人，見圖 8。 

 

圖 8 臺北市生技廠商子產業員工人數 96~108 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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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年產業收入變動 

分析近十年臺北市生技廠商收入變化，生技廠商之生技收入從 96 年的 392

億元成長至 108 年的 2,305 億元，見圖 9。 

 

圖 9 臺北市生技廠商收入 96~108 年變化 

進一步分析臺北市生技廠商三大產業範疇產值成長變化，臺北市應用生技收

入從 96 年度的 85 億元成長至 108 年的 969 億元，臺北市製藥產業收入從 96 年

度的 181 億元成長至 108 年的 805 億元，臺北市醫療器材生技收入從 96 年度的

126 億元成長至 108 年的 531 億元，見圖 10。 

 

圖 10 臺北市生技廠商子產業收入 96~108 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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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年營業規模比較 

108 年平均每家廠商之生技收入約為 4.2 億元，108 年平均每家廠商員工數

約為 69 人。綜合分析數據可發現，96 至 108 年間，臺北市生技廠商在總生技廠

商收入、家數以及員工人數上呈現逐年活絡成長的趨勢，見表 74。 

表 74 臺北市生技廠商歷年規模成長比較 

產業領域 
廠商家數 

(家) 

總生技廠商收入

(億元) 

平均生技廠商收

入(億元) 

員工人數 

(人) 

平均員工人數 

(人) 

108 年 555 2,305 4.2 38,213 69 

106 年 482 1,962 4.1 26,688 55 

104 年 395 1,750 4.4 22,834 58 

102 年 364 1,344 3.7 19,865 55 

100 年 338 1,230 3.6 19,464 58 

99 年 321 1,126 3.5 17,739 55 

98 年 290 1,069 3.7 16,513 57 

97 年 260 569 2.2 26,237 101 

96 年 202 392 1.9 9,952 49 

 

表 75 臺北市生技廠商兩年複合成長比較 

產 業 領 域 

企業家數 員工總數 生技營收 

106 年 108 年 
複合成

長率 
106 年 108 年 

複合成

長率 
106 年 108 年 

複合成

長率 

總 計 482 555 7.3 26,688 38,213 19.7 19,620,044 23,049,788 8.4 

應 用 生 技 產 業 247 294 9.1 12,369 20,264 28.0 10,131,694 9,691,645 -2.2 

生 技 特 用 化 學 品 49 62 12.5 2,752 4,956 34.2 2,862,215 1,777,968 -21.2 

農 業 生 技 19 18 -2.7 1,031 1,702 28.5 2,214,236 1,221,527 -25.7 

環 境 生 技 9 8 -5.7 215 225 2.3 71,220 77,625 4.4 

食 品 生 技 101 101 0.0 5,382 8,409 25.0 3,843,474 3,645,767 -2.6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業 69 105 23.4 2,989 4,972 29.0 1,140,549 2,968,758 61.3 

製 藥 產 業 114 105 -4.0 9,947 10,871 4.5 6,775,845 8,047,876 9.0 

西 藥 製 劑 52 73 18.5 3,692 8,331 50.2 4,073,085 5,749,243 18.8 

生 物 製 劑 29 20 -17.0 2,179 1,806 -9.0 992,709 2,002,179 42.0 

中 藥 製 劑 17 8 -31.4 563 392 -16.6 163,636 225,829 17.5 

原 料 藥 16 4 -50.0 3,513 342 -68.8 1,546,416 70,625 -78.6 

醫 療 器 材 產 業 121 156 13.5 4,372 7,078 27.2 2,712,505 5,310,267 39.9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7 12 30.9 213 653 75.1 217,745 274,584 12.3 

體 外 診 斷 用 醫 材 18 13 -15.0 696 673 -1.7 276,587 181,728 -18.9 

輔 助 與 彌 補 用 醫 材 27 25 -3.8 1,161 1,653 19.3 411,402 610,442 21.8 

手 術 與 治 療 用 醫 材 18 22 10.6 713 1,060 21.9 288,657 672,423 52.6 

診 斷 與 監 測 用 醫 材 19 30 25.7 548 1,181 46.8 1,011,302 1,636,454 27.2 

其 他 類 醫 療 器 材 32 54 29.9 1,041 1,858 33.6 506,811 1,934,636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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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調查分析結論 

(一) 產業領域發展 

生技產業為臺北市發展知識經濟產業的重點產業之一，並自 90 年起將生技

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至 108 年底臺北市生技廠商有 555 家，約占全國生技廠

商家數（2,143 家）的 25.9%，其中應用生技產業家數最多有 294 家，醫療器材

產業居次有 156 家居次，再次為製藥產業產業 105 家。透過歷年廠商趨勢分析，

應用生技與醫療器材產業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製藥產業則較 106 年減少 9 家。其

中，又以醫療器材產業的家數成長最為快速，相較於 106 年增加 35 家，成長率

為 28.9%，可能受高齡人口快速成長，照護需求日增，以及穿戴裝置、科技輔具

等智慧醫療技術成熟等因素影響，而有明顯增加。 

此外，在業者規模異動上，生技產業本次新增廠商之平均經營規模高於轉出

之廠商，也使 108 年度臺北市生技產業在員工人數及營收上有大幅的成長。 

(二) 生技園區產業聚落 

臺北市在東區門戶計畫下推動「臺北市南港生技產業聚落開發計畫」，接軌

中央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以南港為軸心，發展生技科技創新研發，以及育成

生技新藥新創公司，建立轉譯醫學研究及產業創新研發走廊，從事新藥/新疫苗/

新試劑的轉譯醫學研究，協助育成新創公司新產品開發。現南港生技園區 BOT

案」已於 108 年開工，未來將打造地上 17 樓、地下 3 樓的建築，兼具生技產業

商辦、育成、研發等功能，預計將於 112 年啟用。從產業群聚的觀點分析，臺北

市生技廠商有 62.9%集中於內湖區與南港區，有 327 家生技廠商位於大內湖科技

園區及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未來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BOT 案完工，將可吸引更

多生技廠商進駐，將成為國際級的生技產業廊帶，為國內頂尖生技企業打造創業

加速環境，提供進軍國際的最佳平台。 

在現址空間使用狀態方面，工廠有 32 家，倉庫有 51 家，研發實驗室有 102

家，辦公室有 411 家，有空間擴建需求的業者，以「辦公室空間」、「研發實驗室」

為主要需求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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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資源 

108 年底生技產業廠商員工人數為 38,213 人，若從生技產業各領域的總員工

人數來看，則以應用生技員工數為最多有 20,264 人，製藥產業居次有 10,871 人，

再次之為醫療器材有 7,078 人。在人才招募部分，無論國內或國外人才需求均以

業務銷售人員和研發人員較多。其中製藥產業對於研發人才的需求高於其他業別。 

在教育訓練部分，有進行員工教育訓練的業者超過 7成，在訓練課程類型上，

以創新研發、行銷業務、生產製造及經營管理為主。若以產業範疇區分，應用生

技產業以行銷業務課程需求較高，製藥產業以生產製造課程較高，醫療器材產業

以創新研發較高。 

有聘用國際人才的業者占 19.9%，其中有 34.5%有遭遇困難，困難類型包括

人才供給不足、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薪資競爭力不足，以及國際化環境尚未

完善。 

(四) 營收與業務能力 

108 年臺北市生技廠商生技營收總計為新臺幣約為 2,305 億元，約占全國生

技營收 63.1%（僅計算應用生技產業、製藥產業及醫療器材產業），相較 106 年

成長 17.5%，複合成長率 8.4%，各產業領域營中，應用生技營收較 106 年減少

44 億元，製藥產業與醫療器材產業營收則穩定成長，其中以醫療器材產業營收

成長的幅度最大，成長變動原因包括母體業者產業領域變動，以及主要以市場需

求增加為主。另外，臺北市生技廠商所具備企業能量以產品行銷比例最高，其次

為生產製造、產品開發等；而廠商具備接受委託能力以產品開發、生產製造、技

術研發較高；而廠商有委外業務需求以生產製造、產品行銷、臨床試驗較高。在

產品推行上，有 97.6%的業者認為產品推行遭遇困難，其中以市場競爭激烈、缺

乏生物技術商業化或行銷人才、商品化不足為主要困難。 

(五) 研發能力 

研發支出約占整體生技支出的 26.3%，各產業範疇中以製藥產業研發支出占

比最高，為 34.9%。研發模式均以自主研發為主，預估 109 年研發支出趨勢以持

平較高。過往的研發成效以產品品質提升、推展產品商品化進程、新應用技術產

生較高。研發過程所面臨的困難以研發資源不足、生技聚落尚未成形，以及技術

獨特性與承接能力不足為主。從技術開發到商品化的時程，以一年至未滿三年居

多，占 57.4%，就產業領域而言，以製藥產業的開發時程最長，有別於應用生技

與醫療器材產業，製藥產業開發時程以三年至未滿五年占比較高，為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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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發展交流 

108年臺北市生技廠商中有43.5%的廠商有出口情形，出口地區以中國大陸、

北美地區和歐洲地區為主。在國際市場佈局上，有 36.4%的生技業者需要政府提

供協助，各產業範疇中以製藥產業需要協助的比例相對較高。在協助項目上，以

增加國際行銷補助、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合作，以及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較高。 

(七) 未來發展規劃 

108 年生技廠商未來三年公司規劃，以維持現況居多，占 84.6%，僅有 15.4%

的業者有投資或市場拓展計劃，在空間需求部分，僅 3.8%的生技廠商表示有計

畫新增空間。考量受調查生技廠商對 109 年收入的預估以持平（52.5%）為主，

以及在疫情影響部分，有 37.8%的業者認為受到影響，其中受影響的面向以市場

需求萎縮（55%），其次為上游缺料（26.9%）。顯示在疫情衝擊下，市場需求減少

與供應鏈的不穩定均使生技業者在未來投資力度上持相對保守的態度。 

在 15.4%有投資計劃的業者中，有 61.5%的生技廠商未來的規劃為「既有產

業技術升級」，其次為「擴大現有營業規模等」，占 36.9%。在未來三年智慧化科

技應用趨勢上，以感測或監測系統最多，其次為自動化機械與輔具，再次之為大

數據/巨量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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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調查問卷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委辦單位：思多葛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填 表 人 

姓 名 
 部 門  職 稱  

電子郵件

信 箱 
 

企業名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統一編號  

企業登記 

地 址 
 公司電話  

訪查地址 
□同上 

傳真號碼  

開業設立

時 間 (新廠商需填寫) 

進駐本址 

時 間 (新廠商需填寫) 

調 查 員 
 

調查時間  
預 計 

收表日期 
 

【以上欄位由調查員填寫】 

敬致 貴企業： 

一、您好，為瞭解臺北市生技產業現況及趨勢，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針對臺北市生技廠商每 2 年

一次定期進行問卷調查，以作為本市研訂協助生技產業發展、規劃及各項施政措施決策之參考

依據。今(109)年，本局委託思多葛市場研究公司進行問卷調查，懇請貴企業協助填復，另也歡

迎透過本份問卷提供本府未來制定相關產業發展政策之建言。 

二、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

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三、本次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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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課稅或其他

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四、填寫調查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調查之執行單位「思多葛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85-5851 分機 114 徐魁甲 研究員；傳真(02)8785-5801； 

Email:Kevin@stoics.com.tw。 

五、對本調查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1999 分機 2090。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敬上 

填表說明： 

一、請貴企業依營業類型實際狀況填答(若受訪單位營業類型為獨立經營單位或總管理單位，即以企

業整體狀況填答；若受訪單位營業類型為分支單位，則以該分支單位狀況填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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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料時期：訪問表內問項註明「全年」者，係指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累計數；

註明「目前」者，係指 109 年調查時現況資料為準。 

四、幣制：訪問表內涉及金額部分皆以新臺幣作答。 

 

 

 

 

 

 

 

核定機關：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北市主公統字第 10930055511 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實施日期：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有效日期：民國 11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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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企業概況 

A1.貴企業目前主要資金來源？ 

□1.自有資金 □2.募資（□(1)公開□(2)私募） □3.融資借貸 □4.補助 □5.其他，_____ 

A2.請問貴企業目前業務產品或服務項目，屬於生技產業哪類範疇？分屬哪些次領域？(可複選) 

產業範疇 產業次領域範疇 

□應用生技產業 

□生技特用化學品 □農業生技 □環境生技 □食品生技 

□相關技術服務業，為：□生技委託研究服務  □生技委託生產服務 

           □其他(如：細胞治療、精準醫療、臍帶血儲存等)，請說明     

□製藥產業 □西藥製劑  □生物製劑  □中藥製劑  □原料藥 

□醫療器材產業 
□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體外診斷用醫材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 

□手術與治療用醫材    □診斷與監測用醫材  □其他類醫療器材 

A3.請問貴企業目前現址的空間使用用途為：(可複選) 

□1.工廠，用途為：□(1)自有產品生產 □(2)小量試產 □(3)代工生產 □(4)其他，請說明   

□2.研發實驗室，用途為：□(1)開發新產品 □(2)品管、檢測實驗室 □(3)其他，請說明   

□3.倉庫     □4.辦公室       □5.其他，請說明       

第二部份、人力資源 

B1.請問貴企業 108 年底，正式男性員工共_________人，女性員工共________人。 

(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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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請問貴企業目前新進人員主要學歷與起薪為何： 

學歷：□1.高中/職以下 □2.國內大學/大專 □3.國外大學/大專 

   □4.國內碩/博士 □5.國外碩/博士  

起薪：□1. 23,800 元～25,000 元 □2. 25,001 元～28,000 元 □3. 28,001 元～32,000 元 

   □4. 32,001 元～36,000 元 □5. 36,001 元～40,000 元 □6. 40,001 元～45,000 元 

   □7. 45,001 元～50,000 元 □8. 50,001 元以上  

B3.請問貴企業目前主管級（經理以上）人員性別比例、主要學歷與平均月薪為何： 

性別：男性____%；女性____%   

學歷：□1.高中/職以下 □2.國內大學/大專 □3.國外大學/大專 

   □4.國內碩/博士 □5.國外碩/博士  

月薪：□1. 40,000 元以下 □2. 40,001 元～50,000 元 □3. 50,001 元～60,000 元 

   □4. 60,001 元～70,000 元 □5. 70,001 元～80,000 元 □6. 80,001 元～90,000 元 

   □7. 90,001 元～100,000 元 □8. 100,001 元～150,000 元 □9. 150,001 元～200,000 元 

   □10. 200,001 元以上   

B4.請問貴企業目前較需要招募以下那些專業領域人才？(可複選) 

□1.無人才招募需求    

□2.國際人才：    

□(1)專業經理人 □(2)研發人員 □(3)產品設計人員 □(4)生產製造人員 

□(5)財務管理人員 □(6)法務人員 □(7)行銷/企劃人員 □(8)業務銷售人員 

□(9)資訊人員 □(10)臨床監測人員 □(11)其他，請說明  ___ 

□3.國內人才：    

□(1)專業經理人 □(2)研發人員 □(3)產品設計人員 □(4)生產製造人員 

□(5)財務管理人員 □(6)法務人員 □(7)行銷/企劃人員 □(8)業務銷售人員 

□(9)資訊人員 □(10)臨床監測人員 □(11)其他，請說明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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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請問貴企業目前的員工教育訓練狀況？ 

□1.沒有教育訓練，未辦理員工訓練的原因為？(可複選) 

□(1)員工已具備足夠工作技能 □(2)缺乏課程與師資 □(3)經費不足與訓練費用過高 

□(4)員工參訓意願低 □(5)缺乏訓練時間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2.有訓練，較常辦理的課程內容為？(可複選) 

□(1)經營管理 □(2)人資行政 □(3)財會金融 □(4)創新研發 □(5)行銷業務 

□(6)生產製造 □(7)採購倉管 □(8)資訊管理 □(9)語言學習 □(10)法律智財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B6.請問貴企業目前國際人才聘用狀況？ 

□1.無聘用國際人才(請跳答 C1) 

□2.有聘用，主要地區為：(可複選) 

□(1)中國大陸 □(2)港澳地區 □(3)日本 □(4)韓國 

□(5)歐洲地區 □(6)北美地區 □(7)中南美洲地區 □(8)紐澳地區 

□(9)中南亞地區 □(10)東南亞地區：     □(11)其他國家：         

B7.請問貴企業目前在聘用國際人才上是否面臨困難？ 

□1.否     

□2.是，主要面臨的困難為：(可複選) 

□(1)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2)人才供給不足 □(3)薪資競爭力不足 

□(4)國際化環境尚未完善 □(5)居留與歸化條件之法令限制 □(6)其他，請說明   

*針對以上困難，貴企業希望政府提供哪些協助： 

 

 

 

 

 

第三部份、營運及研發概況 

C1.請問貴企業 108 年全年各項收入總額為________萬元。 

C2.請問貴企業 108 年生技業務營收為_______萬元，其中技術授權所得收入占生技業務營收的 

_________%。 

C3.請問貴企業 108 年全年生技業務支出，以及各項生技業務成本支出結構為？ 

1.生技業務支出總額_________________萬元 

2.其中，包含： 

□(1)研發成本_______%，其中授權技術之購買支出占研發成本的_______% 

□(2)製造成本_______%   

□(3)行銷成本_______%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占_______%  

  （若研發成本為“0”，請跳答 C7） 

 

C4.請問貴企業目前主要研發模式為何？(可複選) 

□1.自行研發 □2.技術產品授權引進 □3.委外研究  

□4.與其他單位共同研發，其他單位性質為？ 

□(1)大專院校 □(2)研究機構 □(3)新創企業 □(4)其他同業 □(5)供應商或客戶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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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請問貴企業於過去三年以來所進行的研發創新活動，主要的成效為何？(可複選) 

□1.勞動成本降低 □2.總產能增加 □3.產品線擴大 □4.產品品質提升 

□5.新應用技術產生 □6.專利數量增加 □7.技術授權收入增加 □8.產品營收或利潤增加 

□9.推展產品商品化進程 □10.成果不明確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C6.請問貴企業在研發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可複選) 

□1.生技聚落尚未成形 □2.人才不足 □3.研發資源不足 □4.技術獨特性與承接能力不足 

□5.資金募集困難 □6.智財權資訊不足 □7.相關法規無法配合 

□8.挑選題材困難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C7.請貴企業以 108 年全年為基礎，比較前年(107)與預估今年(109)收入、支出與員工人數增減情

況？ 

比較年度 收入總額 支出 員工人數 收入增減原因(可複選) 

相較前年(107)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總支出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研發支出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1.原物料價格 

□2.市場需求 

□3.銷售價格 

□4.國際匯率 

□5.通路成本 

□6.同業競爭 

□7.其他，請說明： 

           

預估今年(109)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總支出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研發支出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1.增加  % 

□2.衰退  % 

□3.持平 

□1.原物料價格 

□2.市場需求 

□3.銷售價格 

□4.國際匯率 

□5.通路成本 

□6.同業競爭 

□7.其他，請說明： 

           

C8.請問貴企業在下列三題中勾選目前已具備之企業能量或可提供之服務：(可複選) 

企業能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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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具備何

種 

企業能量／能

力 

 □ □ □ □ □ □ □ □    

目前有哪些可

接受委託服務 
□ □ □ □ □ □ □ □ □    

目前有哪些業

務 

需委外執行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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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請問貴企業目前主要出口地區為？ 

□1.無出口 

□2.有出口，主要地區為：(可複選) 

□(1)中國大陸 □(2)港澳地區 □(3)日本 □(4)韓國 

□(5)歐洲地區 □(6)北美地區 □(7)中南美洲地區 □(8)紐澳地區 

□(9)中南亞地區 □(10)東南亞地區：     □(11)其他國家：         

C10.請問貴企業過去三年是否曾經參加海外舉辦之生技大型展覽？(可複選) 

□1.否    

□2.是，參加過的大型展覽為：   

□(1)MEDICA □(2)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3)BIO Japan 

□(4)CPhI □(5)其他，請說明          

C11.請問貴企業目前整體營收中，實體和網路銷售狀況為？（無則填“0”） 

實體銷售占  %； 

網路銷售占  %，其中，電子商務平台占  %、企業官網占  %、社群平台占  %。 

(實體銷售與網路銷售應共計 100%；若無網路銷售，請填 0，且不用續答電子商務、企業官網、社群平台占比) 

C12.請問貴企業技術開發到商品化的時程？ 

□1.不超過半年 □2.半年至未滿一年 □3.一年至未滿三年 □4.三年至未滿五年 

□5.五年至未滿十年 □6.十年以上   

C13.請問貴企業在產品推行時主要遭遇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1.商品化能力不足 □2.產品特色不足 □3.品牌能見度不佳 □4.法規環境過於保守 

□5.缺乏生物技術商業化或行銷人才 □6.市場競爭激烈 □7.市場需求不足 

□8.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未來發展策略 

D1.請問貴企業未來三年有何規劃方向？(可複選) 

□1.維持現況 

□2.有規劃，  □(1)既有產業技術升級 □(2)發展自有品牌 □(3)異業結合 

 □(4)擴大現有營業規模 □(5)多角化經營 □(6)其他，請說明    

D2.請問貴企業目前或未來三年是否會採用以下智慧化科技？(可複選) 

□1.感測(Sensing)或監測(Monitoring)系統 □2.影像辨識系統(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3.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測(Remote Sensing) 

□4.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 □5.大數據/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  

□6.擴增實境/虛擬實境(AR/VR) □7.區塊鏈(Block Chain) 

□8.溯源系統(Traceability System) □9.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虛實融合系統(CPS)、物聯網(Io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11.自動化機械(Automatic Machinery)與輔具(Assistive Technology) 

□12.高通量(High-Throughput)篩選或定序(Sequencing) 

□13.3D 列印(3D printing) □14.其他，請說明            

D3.請問貴企業未來是否有投資或市場拓展的計畫？ 

□1.無計畫(請跳答 D5)  

□2.有計畫，預計投入金額為     萬元，投資或市場拓展策略為：(可複選) 

□(1)自行擴大 □(2)技術合作 □(3)併購 □(4)合資 

□(5)策略聯盟 □(6)轉投資 □(7)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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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請問貴企業投資或市場拓展的地點為？(可複選) 

□1.臺北市，行政區：         □2.國內其他縣市：         

□3.中國大陸 □4.港澳地區 □5.日本 □6.韓國 

□7.歐洲地區 □8.北美地區 □9.中南美洲地區 □10.紐澳地區 

□11.中南亞地區 □12.東南亞地區：       □13.其他國家：         

 

D5.請問貴企業目前是否有新增空間的需求？ 

□1.沒有需求(請跳答 E1)  

□2.有需求，請問貴企業欲新增空間的區位於？(可複選) 

□(1)內湖區 □(2)南港區 □(3)中山區 □(4)中正區 

□(5)大同區 □(6)松山區 □(7)萬華區 □(8)大安區 

□(9)信義區 □(10)文山區 □(11)北投區 □(12)士林區 

□(13)非臺北市內，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D6.請問貴企業新增空間的需求類型與規模？(可複選) 

□1.辦公室，約需要________坪 □2.研發實驗室，約需要________坪 

□3.小量試產空間，約需要________坪 □4.會議及展示空間，約需要________坪 

□5.廠房，約需要________坪 □6.店面，約需要________坪 

□7.其他，請說明       ，約需要________坪  

第五部份、市府政策與服務規劃方向 

E1.請問貴企業認為要達成國際市場佈局之目的，政府需要投入何種資源以協助產業發展：(可複選) 

□1.不需要協助 

□2.有需要，  □(1)增加國際行銷補助   □(2)國際行銷組團 □(3)推動國際合作交流 

 □(4)吸引國際廠商來臺設立研發中心 □(5)設立國內外育成據點 

 □(6)法務(藥證)顧問諮詢   □(7)媒合國際產學研技術合作 

 □(8)協助引進國際人才 □(9)協助成立國際據點 

 □(10)協助取得國外認證 □(11)其他，請說明         

E2.請問 109 年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對貴企業造成的影響為？(可複選) 

□1.沒有影響 

□2.有影響，  □(1)上游缺料 □(2)生產缺工 □(3)工廠停擺 □(4)市場需求萎縮 

 □(5)市場需求增加 □(6)人力成本減少 □(7)人力成本增加 

 □(8)預計使 109 年營收成長，約___% □(9)預計使 109 年營收減少，約___% 

 □(10)其他，請說明          

E3.因應「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臺北市政府及中央已提出相關紓困振興措施，請問貴企業

有無申請紓困資源？ 

□1.沒有紓困振興需求 

□2.有紓困振興需求，已申請以下政府紓困資源：(可複選) 

□(1)融資協助 □(2)稅務協助 □(3)水電費折扣 □(4)補助/補貼 

□(5)勞工紓困 □(6)租屋協助 □(7)其他，請說明           

E4.請問貴企業對臺北市生技產業發展之其他建議？ 

 

 

 

若貴企業位於科技園區內（包含內湖科技園區、大彎南段工業區、內湖五期重劃區及南港軟體工業

園區）請續答第六部分，其餘廠商問卷填答至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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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園區題組 

F1.請問貴企業營業類型、108 年全年收入、支出與員工人數：(請先勾選營業類型) 

資料種類 

 

 

 

營業類型 

108 年各項收入總額 

包括銷售收入、承包工

程收入、服務收入等各

項營業收入及租金、利

息等非營業收入 

108 年各項支出總額 

包括薪資支出、原材物燃

料支出、進貨成本、服務

成本、租金支出及各項營

業與非營業費用 

108 年底聘用員工人數 

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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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經營單位 

(係指一個場所為獨立

經營之企業) 

       萬

元 
       萬元 男  人，女  人 

□總管

理單位
(係指企

業之總

公司) 

全企業 
       萬

元 
       萬元 男  人，女  人 

本址單位 
       萬

元 
       萬元 男  人，女  人 

□分支

單位
(係指隸

屬於總

公司下

之各分

支單位) 

全企業 
       萬

元 
       萬元 男  人，女  人 

本址單位 
       萬

元 
       萬元 男  人，女  人 

總管理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Bio@Taipei 

生技臺北 
StartUP@Taipei 

創業服務辦公室 

ITO 臺北市 

投資服務辦公室 

臺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紓困振興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