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醫產業被譽為本世紀的明星產業，經過 30多年

的不斷嘗試與經驗累積，至今已有多家國內生技

企業在技術研發上獲得顯著的突破和成果，不只步入臨

床試驗二期或三期，甚至即將申請藥證上市，也帶動了

廠商與產業的優勢及前景。 

這對於一個需要長期投入與資源整合的新興產業

來說，無疑是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也讓人看到生醫技術

落實商品化的重要性。相對於以往臺灣著重在基礎科學

研究，但是真正能轉化為量產商品的技術並不多，也就

是研發與生產之間的連結並不大，減低了技術的實際價

值；因此 2009年行政院核定的「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

動方案」，就是強調研發成果的產業化，期使生醫技術

能夠有效推向市場。 

 
要讓研發技術成為可使用的商品，過去多採取技

術移轉，或是產學合作、輔導開發等方式；但是要使實

驗室裡的研究走入工廠量產，中間仍有不少隔閡與問題

存在，光是二方面所使用的語言就不盡相同，而且在研

究階段也很少會針對生產狀況來考量，不但在技術銜接

不只不要怕失敗，還能傳承經驗，

並為下一次準備，才能讓未來的創

業之路更順暢。

被譽為 21世紀明星產業的生技醫藥產業，多年來發展一直受各界矚目，所著眼的就是透過生醫技術的創

新價值，可為產業發展及社會經濟帶來更高效益。積極鼓勵推動內部創業的工研院，也將新竹生醫園區

視為創新創業的重要基地，不只同樣在此設立新創的衍生事業，還必須運用技術投入試量產來提升價值。
口述／邵耀華　整理／魏茂國　攝影／蔡世豪、黃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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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增添許多衝突，也降低了將技術轉為商品的成功

率。因此如美國矽谷般的「創業」模式，由研發團隊組

成新創公司、落實商品化，確實掌握技術的特性和推

展，就成為關鍵的解決選項之一。 

雖然過去幾年政府持續鼓勵新創事業，也提供了

創業資金和育成輔導等相關協助，但真正懷抱著創業理

想，而且願意走出校園或實驗室、甚至創業成功者並不

多；因為如果只是提供資金，卻沒有適當的環境和完善

的配套條件，不只很難為創業團隊解決技術以外的問

題，而當資金用盡之後，團隊很容易又回到學校或實驗

室，更無法對產業經濟帶來影響。因此在「臺灣生技起

飛鑽石行動方案」中，才會以建構生醫園區的方式，結

合軟硬體的服務與機制，吸引想要創業的生技團隊進

駐，藉以提高成功創業的機會。 

以位於竹北的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為例，就規畫有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產業及育成中心，以及新

邵耀華指出，建構生醫園區，結合軟硬體的服務與機制，可以提高成功創業的機會。

竹生醫園區醫院等 3大中心，除了將技術研發與成果運

用結合之外，更導入了「生技整合育成中心」（Supra 

Integr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SI2C）的機制，藉由一

站式（One-Stop Shop）的概念，對園區內各項研發技

術進行「全面價值支援（full-fl edged value support）」

的服務，同時吸引國內外創投加入，包括為新創事業進

行檢測與整合，以提供有效的協助及資源來培育生技新

創事業。 

這就凸顯了從研發邁向創業時，一家新創的生技企

業除了具備技術之外，還需要制定策略方向、建立營運

系統，並爭取資金與人才的挹注，當然市場拓展和商業

行銷也少不了；但這些如同一般企業必須的組成元素，

卻也是許多新創生技公司或原本團隊成員不足之處。以

一個出身校園的創業團隊，通常就是以技術為核心，即

使申請進駐校內的育成中心，但實際上多數時間還是花

在所屬的實驗室裡，不僅少了與產業的互動，也缺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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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事業所需要的能力。 

目前經濟部規畫建置的新竹生醫園區產業及育成

中心，是由工研院負責營運管理，就希望在這園區中營

造設計出真正適合創業的環境，讓新創團隊能夠更順利

地走上創業的路。因為一個園區的定位與環境，應該要

能讓想創業的人都可以來創業，也就是當技術團隊有了

想要創業的念頭、願意承擔創業風險時，園區的育成輔

導機制就可以適時提供幫助，不論是引進經營管理方面

的人才，或是協助撰寫商業計畫（Business Plan）來募

資等等，為團隊解決創業時面臨的各種困難。 

也就是說，為了創業和創新而規畫的生技園區，

為的是要引進有創業熱情與精神的團隊，以及有創新點

子、有專利布局的題目，並且搭配園區的創業環境來共

同推動發展。更重要的是，當創業團隊離開學校環境、

進到園區來，就可以和其他生技公司與團隊交流，而且

大家談話討論的重心都是創新，更有機會能夠彼此整合

技術、創造更高的價值與競爭力；就算最後創業不成功、

回到學校，卻也因此懂得產業語言、能夠溝通，不會再

和業界格格不入。 

再者，新竹生醫園區有著極佳的地理位置，培育或

進駐的企業廠商也以高階醫材為主、新藥研發為輔，目

的就是要提高研發成果的價值，讓新竹生醫園區成為研

發與試量產的基地。因此除了新創團隊外，包括既有的

生技企業，或是想要成立生技事業的公司，都可以將創

新研發中心或部門設立在此，讓臺灣重要的生技研發都

能聚集在新竹生醫園區，掌握臺灣醫材的核心能力，成

為臺灣生醫技術的「集群」（cluster）。 

 
近年來積極鼓勵推動內部創業的工研院，也將新竹

生醫園區視為創新創業的重要基地，不只同樣能在此設

立新創的衍生事業，而且在新竹生醫園區和只想做研究

新創生技產業的成功元素包含技術、策略方向、營運計畫、人才匯聚、市場行銷的密切配合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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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是不同的，大家所想的就是要如何運用技術投入

量產來賺錢。如此一來，對工研院或臺灣生醫技術有興

趣的國內外廠商，只要搭上高鐵來到新竹站下車，很快

就可以看到各種研發中的創新生醫技術，進而能夠找尋

商談合作或投資的機會，也增加了與國際的接軌及媒合。 

同時在新竹生醫園區的產業及育成中心，還會推動

與國外生醫育成中心或研發機構交流，促成國際級的生

醫合作計畫。並且透過建立無塵室、負壓工作室、精密

儀器室、無菌培養室、快速試製中心、骨科 GMP實驗

室、細胞 GTP實驗室等開放性實驗室，讓進駐的新創

型或共同研發型企業都可以得到專業上的研發協助。 

以工研院內許多研究單位都有生醫相關的技術開

發，包括生醫與醫材研究所在未來 3年預計就會產生

10家新創事業，假使仍以過去的技轉方式，要是研究

計畫結束後仍無廠商願意承接，整個技術的發展就會中

斷；就算廠商能夠取得創新技術，還是得要想辦法建立

生產端的能量。但現在工研院以創新創業為導向，如果

廠商認為新技術有發展機會，就不用只想著要以低價來

技轉，也不必等到度過高研發風險階段、衍生新創公司

成立後才想要參與；若是能提早與工研院合作，反而可

以更完整地取得技術與人才的支援，相對投資成本更

低、創業成功機率也更高。 

此外，工研院還可以藉由技術引進，或是將已經相

當成熟的自有技術公開釋放給進駐園區的廠商，供各團

隊能夠運用這些技術來提升水準，或是開發出獨特的新

技術，使得不同新技術間既有共通性、又能有差異化，

並讓進駐的團隊不需要完全從頭開始研發，而且也不只

是做原創性的技術，還有試量產或放大量產的技術，使

得商品化能夠更快地推動實現。 

目前研發進展狀況相當不錯的生技企業，就有不少

是獲得技術授權或是承接他人技術，然後再投入創新的

研發應用。這就和過去臺灣業界投入生技研發的型態有

很大不同，尤其以往很多人都認為生技研發一定要完全

靠自己，從技術創新開始一直發展到臨床結束或產品上

市；但這些人以前都沒有實際經歷生技研發過程，也不

曉得會遇到什麼狀況和問題，於是就經常在發展初期就

打退堂鼓或回到原點，沒有太多實質的成果。 

這就說明了「選題」的重要性，如果能在技術剛

開始發展時，就能及早發掘可量產獲利、或是值得進一

步開發改良的技術，並讓資源與團隊核心力量更集中，

就能使創業成功機會大增，這也正是新竹生醫園區的一

大服務價值。另外，雖然新創事業不成功者仍占多數，

但有時只是剛好當下欠缺某些條件，或是技術本身還是

很有發展機會，因此在新竹生醫園區也希望能建構創業

「療傷」的機制，不只是不要怕失敗，還能夠傳承創業

經驗，並為下一次創業而準備，才能讓未來的創業之路

走得更順暢。 

 
在今年 6月於美國聖地牙哥舉行、也是全球最大的

國際生技展中，臺灣館就是以「創新生技、園區起飛」

為主題，共聚集了 100多家臺灣廠商參展，同時也期望

透過展現臺灣的生技研發成果，吸引國際廠商來臺交流

技術與合作。尤以臺灣在醫材或資通訊等產業，都擁有

相當高的技術水準，因此像是北美地區有不少生技公

司，可能是環境不對、或是缺少資源，就可以考慮將研

發工作移來臺灣、進駐生醫園區，共同創造更多合作發

展的機會。 

而目前新竹生醫園區除了標準廠房已有廠商進駐

並額滿外，即將於今（2014）年 10月正式啟用的研發

大樓，也在產業及育成中心的規畫下接受各團隊或企業

的申請，未來也將連結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和新竹

生醫園區醫院，形成更完整的生醫創新環境，帶動臺灣

生技產業創新研發。例如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就應該有別

於一般醫院，以特殊病例或創新醫療服務為標的，並結

合醫療團隊與技術團隊，藉此刺激開發創新的醫材等產

品或服務。 

這樣的生醫園區，可說是占盡了天時與地利。在當

前臺灣生技業這棵小樹正要長大、起飛的時候，各種生

醫技術都可以集結在新竹生醫園區，成為臺灣生醫技術

發揚光大的地方；同時對工研院來說，這裡也等於是工

研院所有和生醫相關技術的產業化出口與國際舞台，透

過生醫園區的環境，不只和產業之間的信任度更高、合

作關係更密切，也能扶植臺灣生醫產業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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