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協崛起 醫療產業積極南行

航向醫療產業新市場
歷經 SARS、H1N1新型流感、腸病毒及登革熱疫情，台灣逐步建立堅實的防疫實力；在高階醫療服務及

慢性病治療上，也建立完善醫療服務，這些寶貴經驗均可推展到氣候、人種相近的東南亞國家，成為南

向發展最具潛力的產業。
撰文／賴宛靖　攝影／黃鼎翔、蔡孟男

東
協經濟崛起，市場成長迅速，但與民生息息相關

的醫療產業似乎跟不上突飛猛進的經濟腳步。堪

稱東協發展領頭羊的印尼，近 2.6億的人口，其醫療支

出約占全國 GDP的 2.4％。然因國土幅員廣袤、過於

分散，致醫療服務推展不便。印尼政府已於 2014年起

實施國民健保，預計 2019年將普及全國，印尼醫療發

展的火種已燃起，台灣要如何將卓越的醫療服務推展至

印尼？印尼最大醫療服務團隊Mayapada Healthcare 

Group首席營運長費尼（Roger Finnie）在 2017醫療

電子與器材產業國際高峰論壇中，分享深耕印尼醫療產

業的心路歷程。

醫療沙漠　擬定策略應對

費尼認為，印尼城鄉對醫療需求差距大，許多軟硬體

Mayapada Healthcare Group首席營運長費尼，在 2017醫療電子與器材產業國際高峰論壇中，分享深耕印尼醫療產業的觀察與致勝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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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建置中，加上政策及稅法逐步制定，外資想進入印

尼市場，不能靠一招半式闖天下，得從基礎面瞭解印尼

醫療產業發展腳步及國家政策方針。面對這片「醫療沙

漠」，費尼提出自己的觀察，提供台灣生醫產業擬定策

略做為參考：

1》醫材進口需結盟當地夥伴

印尼政府已注意到醫療服務不夠普及的缺失，除推動

健保，編列健康照護的公共預算、鼓勵私人辦醫院。過

去四年印尼私立醫院數量逐年攀升，從 2013年的 543

家，2017年將增至1,100家，也提高對醫療器材的需求，

創造出龐大市場商機。該國醫療器材相關法規規範，印

尼國內的藥妝品及醫療器材，須向印尼國家藥品與食品

管理局註冊後，方能取得許可證販售，進口醫材產品須

當地經銷商、代理商向主管機關提出註冊申請，也需透

過印尼通路商，方能在印尼銷售。有意打入印尼市場者，

須先與當地商會多多交流，以建立合作契機。

2》培訓專業臨床醫療人員

印尼感染性疾病普及，肺結核、瘧疾等發生率仍高，

近來經濟起飛，肝腎疾病、高血壓、高血脂等文明病日

益增多。高端健檢市場需求開始浮現。但印尼無論是病

床數量、醫護人員比例、居家護理及健保制度等，皆未

臻完善。費尼表示，想打入印尼應將眼光放遠，與公私

立醫院建立夥伴關係，除協助建置醫療硬體、提供器材，

更需成立訓練中心，協助培訓臨床醫護服務，特別是專

攻慢性病的專業醫護人員。

3》島嶼多 遠距居家醫療具潛力

印尼島多，即使政府逐年提撥經費建置醫院仍緩不

濟急，醫療服務要在短時間內普及不易，因此印尼適

合發展居家醫療服務。像飛利浦就推出小型超音波，

提供偏鄉小診所的醫師、助產士使用，提升產前檢查

品質。值得注意的是，印尼網路鋪設尚不普及，如要

販售高科技醫療設備，還需要配合當地政府的硬體建

設的腳步。

醫療新南向　建議組國家隊

台灣醫療業如何在南向發展的浪潮中，少走點冤枉

路？20年前就向南開拓市場的佳世達醫療器材事業群，

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佳世達醫療器材事業群總經理

楊宏培認為，企業可妥善運用政府支持系統，整合產官

學資源，例如技轉工研院的高端生技醫療技術，生產更

具競爭力的商品；更需打破企業藩籬，組成「國家隊」，

一同打下南向市場。楊宏培說，台灣企業有很多「隱形

冠軍」，有不少企業具備「世界第一」的實力，但因為

受限於企業規模及能力，很難走向國際。他認為，台灣

醫材產業有潛力發展成另一個資通訊（ICT）產業，只是

需「借力使力」，因此佳世達運用企業併購、股份結盟

等方式，整合多家有意南向發展的優秀廠商，擴大競爭

力及戰鬥力，才能增加贏面。

楊宏培表示，目前台灣醫療產業仍具優勢，但也可能

很快被迎頭趕上，最大的勁敵自然是中國大陸。東協相

關協定生效後，中國大陸生產的手套、針筒等醫療耗材

能免稅進入東協市場，台灣廠商則需課稅 20％，兩國的

起跑點不同，競爭優勢就差人一截。雖說中國大陸製商

品在消費者心中仍普遍有較低階、粗製的印象；而台灣

製商品質優，在東南亞市場，台灣醫材仍有二、三年的

優勢，但面對中國大陸來勢洶洶，台商必須有危機意識。

以智慧型手機為例，中國大陸手機市占率節節攀升，

品牌好感度也逐年增加，漸漸打破中國大陸製就是粗製

濫造的成見，這點台商須時時警戒，強化自身競爭力，

讓自身技術維持在高端，「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才是上策。  

東協發展領頭羊印尼，醫療產業近年來已被逐漸重視並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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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與南亞國家
醫療器材市場布局篩選

強 中 弱

人均醫療支出

2980.6美元
428.7美元

371美元
157.1美元

新加坡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越南

菲律賓

醫材市場規模

37.8億美元
12.3億美元

11.8億美元
9.8億美元

印度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私人醫療支出比例

72.6%
69.6％

67.5％
63.9％

孟加拉

孟加拉

印度

印度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菲律賓

進口依存度

印尼

印尼

巴基斯坦

孟加拉 .越南 .菲律賓
泰國

泰國

95%
94％

91％
87％

資料來源：BMIResearch、工研院 IEK（2017）

國際醫材廠商設廠布局程度

以全球營收超過 20億美元的跨國醫材廠商為統計基礎。

強：10家以上；中：5-9家；弱：4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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