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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無論

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或技術發

展，均逐年增加。2005年的科技研發經

費已高達2800餘億元，超過10年前的一

倍，依世界經濟論壇或洛桑管理學院公

布的排名，都在前10名，有些項目甚至

高居5名之內，在亞洲僅次於日本。這些

經費，1/3來自政府預算，2/3是企業界

投資

但是再就理、工、醫、農等四大科

技相關領域來細分，其中僅199億餘元用

於醫療研發，不到工業的1/10，比起美

國和日本，相差太多，這部分顯然必須

加強。

我們也統計了1994年至2005年，

台灣與亞洲新興國家發表於生命科學

領域的論文數。以2005年為例，台灣

發表4729篇，南韓6880篇，中國大陸

11617篇，台灣人口是韓國的1/2，大陸

的1/60，由人口數來看，台灣發表的論

文數量還算不錯。香港人口比台灣少

得多，卻也發表了2019篇，實力不容小

看。

研究論文必須加強質的提升

學術研究注重的不止是論文發表的

數量，還必須講求品質，評斷品質的主

要標準之一是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例如

全台近5年來有關B型肝炎的研究，被引

用次數最多的是台大一位教授的論文，

被引用了500多次。

然而，看看1996年至2006年學術研

究機構在不分領域論文方面的表現，台

大發表論文數在世界排名第83，但被引

用的次數在世界排名第231，可見台大雖

然發表了很多論文，但被引用的有限，

必須努力提高品質。此外，其他學校論

文被引用次數的世界排名，比起發表論

文數的世界排名也差了一大截，論文品

質有待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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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生技產業必須重視基礎研究，
宏觀發展，迎合全球化的需求



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在演講中稱許中國醫大擁有很
好的研究團隊（攝影�游家鈞）

國科會生物處目前推動的生物醫學

重點研究計畫，在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方

面以組織工程及生醫工程為主；國家科

技計畫包括生技製藥與基因體醫學兩大

類；優先推動計畫則為實驗動物及動物

研究模式的發展、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

究、禽流感及人類新型流感研究以及神

經科學研究。以生技製藥來說，專題研

究分為癌症、糖尿病、心血管和神經系

統四大主題，國科會預期的具體成效是

生技成功投資案例3至4件；10件候選藥

物進入臨床前評估，其中3至5件進入臨

床試驗；以及6至8件產學合作或產業聯

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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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大有很好的研究團隊

在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方面，我們

集中資源，以特定疾病研究為導向，今年的

重點擺在癌症，希望能加速將成果導入醫學

生物技術產業。洪明奇院士在中國醫藥大學

支持下，組成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團隊，這樣

的作法值得其他機構學習。國科會為了鼓勵

研究風氣，明年將給績優研究團隊補助，另

提供績優研究學者一年500萬元經費，持續5

年。

科技可以創造經濟，在1970年以前，只

能應用生物發酵技術來生產啤酒、醬油等有

價值的產品；1970年以後的生物技術是應用

細胞學與分子生物學來解決問題，或者生產

紅血球生成素、干擾素、生長激素等；現在

則已進入將生物科學與各種高科技整合，研

發生物晶片、組合化學、醫療器材、人工器

官等新產品的階段。

全球生技業的發展趨勢都是直線成長，

投入的經費一年比一年多，全球今年將投入

1297億美元，台灣卻只貢獻了0.5%，相較

於晶片產值在世界上所占比重，真有天壤

之別。並且，全球生技廠商家數排名前12名

的國家，第一名是美國，有1450家，以下依

次是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澳洲、瑞

典、以色列、瑞士、荷蘭、芬蘭、丹麥，亞

洲沒有任何國家進入排名，連日本也瞠乎其

後，我們實在應該急起直追。

盼企業界支持生技醫藥研發

美國生技產品的銷售額，2004年是265

億，預測2009年將增加到445億，2014年

更增加到732億，其中又以人類治療用藥所

占比例最大。2004年，全球最暢銷的前10

名生技醫藥，第一名是廠商Amgen研發的

Epogen，適應症為貧血，年銷售額高達24

億元美金，折合台幣700多億元。生技醫藥

的前途無限，但是研發工作十分複雜艱鉅，

而且未必會有成果，無法只靠藥廠的單打獨

鬥，我最近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會面時，

便曾請他支持生技醫藥的發展。

先進國家生技產業發展帶給台灣的啟示

是必須重視基礎研究，投入充裕研發經費，

選擇特色，重點發展，設法開創新市場，創

造產品新價值。根據統計，台灣新興生技廠

商的商業領域分布，生技醫藥只占14%，相

較於先進國家普遍達到80%以上，實在太少

了。

此外，台灣的生技產業66%是內銷，

34%外銷，與90%銷往國外的理想有很大的

距離。我認為我們必須以更宏觀的角度，

根據全球化的需求來發展生技產業，而否則

如果僅僅是製作一些健康食品在台灣本土販

賣，難成大器。

台灣是不可忽視的醫療市場

印度與中國都是廣大而低成本的新興

市場，頗受全球製藥公司的注目，因而大部

分的製藥廠都不再委託台灣，台灣雖然在這

方面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但是可以效法新加

坡，新加坡的國際化和開放性，使其成為國

際生醫產業社群跨足亞洲的重要基地，台灣

應以新加坡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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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有200家至少30年歷史的GMP學

名藥藥廠，在台的國際藥廠及代理商約40

家，另有90家與製藥相關的生技公司，大多

成立5至6年，建立了優質的研發能量，並且

國人的醫療消費能力及藥品購買能力都高於

中國、印度等其他亞洲國家，是一個不容忽

視的醫療市場。尤其自2005年起至2010年，

世界上有多項生技藥品的專利到期，將可創

造近200億美元的生技學名藥市場，歐盟與

亞太區域國家正研擬相關法規，可惜國內至

今還沒有規範可供產業依循。

使台灣成為亞太生技產業樞紐，是我

們念茲在茲的目標。政府已將生技產業列為

發展重點，全台有17家大型醫學中心，建置

完成13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電子產業基礎

雄厚，華人生技醫藥人才也相當多，這是我

們的優勢。我們的弱點在於創新研發能力尚

有不足，政府主管單位尚待整合，以及缺乏

指標性投資成功的案例，缺乏高級管理人才

及專案管理機制，智財權保護及生物安全管

理規範也尚未落實，吸引外資的誘因不足，

以致跨國投資案件少。上述問題必須一一克

服，台灣才能邁向國際市場。

陳建仁主委引用多項數據說明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現況
（攝影�游家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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