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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行程主要係參加美國 Bio 2012 北美生技展(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2012)，該展於

今年 6 月 18-21 日在美國波士頓市舉辦。行政院由張政務委員善政率領「BIO 2012 台灣代表團」

參展，隨團人員並有來自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經濟部、國科會、農委會及其他產學研界等約

二十餘人。除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台灣 SI
2
C 與生技基金說明會」外；並以觀摩當地研

發、育成機制為主軸，安排訪問當地學、研機構及代表性企業，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 MEDRC

研究室、CSAIL 研究室、Koch 整合癌症研究中心、MIT 技轉中心、Semprus Bioscience 公司、

Pfizer 公司研發中心等，期能增進台灣生技產業與國際社群的合作機會。 

本次到美國參加 Bio 2012 北美生物科技展，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及南科廠商

德英生技與益生生技均各有展出攤位；竹科以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發展現況為展出重點，南科則以

擴大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之連結效益與未來發展為參團重點。行程中除宣傳新竹

生醫園區與南部醫材計畫在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定位外，並瞭解世界各國在生技產業的發展現況

與扶植作法，以供竹科與南科未來施政及園區後續招商之參考。 

積極建構創新生態環境，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的交流，以滿足 Unmet Need 為發展方向，

拓展市場，促進生技產業的發展，是台灣現階段面對全球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激烈競爭下，最關

鍵的課題。美國麻州波士頓地區，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為創新引擎，結合豐沛的人才、源

源不斷創意所形成的技術、政府與民間蓄勢待發的風險資金、協助新創事業發展的技轉與育成機

制，以及整體社會所形成的創業精神與創新氛圍，綿密交織出整個創新的網絡環境。台灣在發展

生技產業的同時，如何孕育這樣的一個創新系統並創造價值，是我們在制定政策與發展策略時，

可以學習並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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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次行程主要係參加美國 Bio 2012 北美生技展(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2012)，該展於

今年 6 月 18-21 日在美國波士頓市舉辦。行政院由張政務委員善政率領「BIO 2012 台灣代表團」

參展，除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台灣 SI
2
C 與生技基金說明會」外；並以觀摩當地研發、

育成機制為主軸，安排訪問當地學、研機構及代表性企業，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 MEDRC 研究

室、CSAIL 研究室、Koch 整合癌症研究中心、MIT 技轉中心、Semprus Bioscience 公司、Pfizer

公司研發中心等。 

隨團人員有科技會報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錢宗良副執行秘書、李宗洲主任，各部會代

表除國科會南科管理局主任秘書蘇振綱、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投資組副組長段思恆、簡任技正蔡

錦郎外，另包含農委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主任陳建斌、研究助理吳自強、科技處簡任

技正張孝仁、水產試驗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主任葉信利，經濟部技術處詹文鑫科技專家、生醫

推動小組鄭建新主任；其他學研單位則有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李鍾熙董事長、工研院生醫所邵耀華

所長、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王玲美技術長、簡海珊營運長、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電處郭獻

南組長、產業分析師蔡潔娃、台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陳榮楷主任、台北醫學大學林俊茂副研發長、

成功大學育成技轉中心陳顯禎主任、高雄醫學大學賴辰雄教授、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張世忠董

事長、上騰生技顧問公司張鴻仁董事長等，期能增進台灣生技產業與國際社群的合作機會。 

BIO 展是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展，堪稱國際生物科技界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年約吸引全球

1 萬 5 千位專業人士參加。展覽類別主要以醫藥生技為主，BIO 展提供了相當規模的平台，供世

界各國的生技業者展示最新的醫療生技及農業相關生物技術。除了展場活動外，另邀請知名學者

及企業家參與論壇，尚有一對一媒合會供各個生技廠商洽談合作機會。 

本次到美國參加 Bio 2012 北美生物科技展，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及南科廠商

德英生技與益生生技均各有展出攤位；竹科以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發展現況為展出重點，南科則以

擴大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之連結效益與未來發展為參團重點。行程中除宣傳新竹

生醫園區與南部醫材計畫在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定位外，並瞭解世界各國在生技產業的發展現況

與扶植作法，以供竹科與南科未來施政及園區後續招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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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各日行程表各日行程表各日行程表各日行程表 

月 6 6 6 6 6 6 6 6 

日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起訖

地點

台北-> 

舊金山 

舊金山-> 

波士頓 
波士頓 波士頓 波士頓 波士頓 

波士頓->

洛杉磯 

洛杉磯

->台北 

工作

記要

啟程 

 

舊金山

轉機 

舊金山

轉機至

波士頓 

 

出席「台

灣生技

商機論

壇」 

參訪 MEDRC, 

MIT 

 

參訪 CSAIL, 

MIT 

 

參訪 Koch 整合

癌症研究中心, 

MIT 

 

參加 Bio2012 生

技會展台灣館

揭幕儀式 

參訪 Semprus 

BioSciences, 

MIT 

 

參訪 MIT 

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參訪生技會展

展場 

 

參加麻州政府

Life Sciences 

Center 會談 

 

參訪 Pfizer 公

司 Research 

Technology 

Center 

出席「台

灣 SI
2
C 與

生技基金

說明會」 

 

參訪生技

會展展場 

返程 

 

洛杉磯

轉機 

返程 

 

洛杉磯

->台北 

二二二二、、、、    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出席台灣生技商機論壇 

6 月 17 日在美國波士頓劍橋 Le Meridien 旅館舉辦的「2012 台灣生技商機論壇」，主辦單位

是生技中心(DCB)、駐外辦事處(TECO in Boston)及玉山協會(MJNE)，與會的人員包括台灣代表

團及當地產官學研代表等，共約 200 人參加盛會。 

本次主題是「如何加速台灣生物科技研究發展與產業的成長」，內容包含介紹目前台灣生技

產業研究發展的成果；因為過去三年來，台灣生技資本市場規模快速成長了將近四倍，在全球金

融危機之後，亞洲市場成為全世界生技及醫藥界亟欲拓展的區域。由於台灣基礎與臨床醫學的進

展，加上近年來台灣生技 IPO 上市的蓬勃，已成為歐美進軍亞洲的最佳合作夥伴，所以本次會

議特別倡導台灣與美國麻州商業聯盟及加強生物科技的產學合作。 

本次論壇由生技中心董事長李鍾熙及玉山協會會長馬曾夏慧主持，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江惠華、麻州生命科學中心執行長 Susan Windham-Bennister 也分別致詞。此外，台灣基亞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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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張世忠、應用奈米科技董事長樂亦宏、哈佛教授 Van Jay Wedee、Depuy Spine 全球臨床事

務總裁方威凱等人，也分別從台灣與美國的角度，剖析台灣及亞洲生技產業的商機，並提供建言。 

三三三三、、、、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MEDRC 研究室研究室研究室研究室 (Medical Electronic Device Realization 

Center)  

6 月 18 日一早由行政院張善政政務委員帶領台灣代表團前往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參訪，首站拜訪 MEDRC(Medical Electronic Device Realization Center)研究

室，由該實驗室研究人員接待、介紹 MEDRC 概況、研究領域及最新研究成果「A 6-DOF Camera 

Tracking System for Freehand 3D Ultrasound」、「Quantitative Elastography」。MEDRC 為美國著名

將生物學與工程學跨域結合的實驗室之一，其願景是將現有醫療電子設備產業轉變成為革命性的

醫療診斷與治療設備，朝向個人健康照護邁進，以及為未來的資訊驅動醫療保健系統創造可行的

技術，例如：穿戴式或微創監測裝置、醫學影像、實驗室儀器以及將資料由這些儀器或設備傳送

到健康照護提供者或照護者的傳輸設備。 

MEDRC 在微電子產業、醫療設備產業、醫療專業人員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建立起合作夥

伴關係，協力達成醫療電子設備價格與性能改善，讓醫療電子設備能夠像個人電腦、通訊設備和

消費性電子一樣普及大眾，其獨特的運作模式在於其研究專案及活動是由教師、醫生和臨床醫生

以及產業合作夥伴來共同規劃，來自微電子技術和醫療設備公司的科學家實際進駐在 MEDRC，

在產品開發過程中提供產業界的觀點，而專案早期的產品原型也可用於臨床試驗，以即時提供回

饋資訊指導研究技術同步開發。 

四四四四、、、、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CSAIL 研究室研究室研究室研究室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6 月 18 日科技會報張善政政務委員率我們官方團一行，拜訪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科學與人

工智慧實驗室(CSAIL)，並由實驗室主任舒維都院士及幾位教授所共同接待。舒院士告訴我們，

CSAIL 是一個在電腦科學界非常重要的實驗室，它乃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底下跨系所的矩陣架構

中的一個單位，不屬於任何系所，六成左右經費來自政府，其餘來自業界。CSAIL 與幾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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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都很密切，也會在研發上面合作。舒院士告訴我們，目前在電腦與通訊領域有許多非常基

礎的架構，像是 TCP/IP, 資訊安全等協定，都是 CSAIL 所訂出的。 

CSAIL 在 1999 年推出由美國國防部所贊助著名的「活氧計畫」，就是希望讓人類能夠感受

到科技就像活氧一樣，人類不需要透過複雜的人機介面與電腦溝通，而電腦可以聽懂、看懂、讀

懂大部分人類的語言，電腦可以知道對話的這個人類是誰，喜好為何，也能回應我們的需求，並

說出我們聽得懂的語言。基於這樣的理念，目前 CSAIL 有許多有趣且意義深遠的研究。 

由於我們這團主要是要了解 CSAIL 在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究概況，所以，他們展示了幾個有

趣的研究，像是如何讓電腦自動判讀心電圖，因為一個人的心臟幾十年跳了數十億次，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但如何讓電腦從幾次的問題心跳，就能診斷出心臟早期問題，這也可以協助醫生利用

病人的居家數據來做早期判讀。此外，還有如何讓電腦程式讀懂病人對於自己病況的不同描述，

用人工智慧的專家系統來預估症狀，並反問病人問題找出最接近的病症，這在未來甚至可以讓手

機軟體就可以扮演醫生的角色，讓手機平時就能代替醫生問診，以節省病人往返醫院的時間。 

由於台灣的資通訊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因此，CSAIL 的一些研究非常適合台灣 ICT 產業切

入與合作。所以，資通訊的工程師不要以為很難切入醫療領域，事實上，若科技可以更走向人類，

就能人類謀取更大的幸福。 

五五五五、、、、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Koch 整合癌症研究整合癌症研究整合癌症研究整合癌症研究所所所所 (The David Koch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Cancer Research) 

亞洲人易患得某些癌症，像是肝癌、肺癌、口腔癌、食道癌、胃癌等，為了解癌症與相關

醫療研究發展機制，藉由參訪國外先進癌症研究單位的癌症偵測、新穎監控器材與個人化醫療等

相關研究，可作為我國建構相關機制的參考。 

6 月 18 日下午張政委率官方團一行，拜訪 Koch 整合癌症研究所。Koch 整合癌症研究所源

起於 1974 年設立的麻省理工學院癌症研究中心，是美國八個非臨床國家癌症中心之一。Koch 的

主要任務是了解癌症的發生原因、如何長大的過程、以及處理後的反應。這個研究所結合了大約

500 位的科學家與工程研究人員，是從基本的分子生物的層次去解決癌症的問題，而不是單從療

效驗證為目的的臨床研究上去解決癌症問題。Koch 運用了 MIT 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細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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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免疫學等強項，也與校外 7 個部門超過 40 個實驗室成為夥伴關係。 

Koch 不隸屬於任何醫院也不擁有自己的醫院，Koch 也不主導自己的臨床試驗，但 Koch 與

很多醫院合作，藉由科技的方法來了解癌細胞的基本生物特性，因為 Koch 相信這才是根本解決

癌症之道。由於 Koch 研究了正常細胞轉化為癌細胞的成因，所以可以廣泛應用到各種特殊的癌

症，像是乳癌、腦癌等。由於 Koch 的研究著重在細胞的演化機制，重點是讓世界級的生物學家

帶領著一流的工程師去偵測了解癌症問題，而不是去成立醫院或附屬於某家醫院來取得病人身上

癌細胞的檢體。 

Koch 接待人員告訴我們，他們有四大方向，第一、替病人打造出個人化的用藥，包括個人

化的藥方、劑量及給藥時間。第二、要能預測各種治療的效果，無論是不同的個人或是不一樣的

癌症。第三、要能居家長期監控病情的發展，藉由微型智慧晶片的貼布將病人的指數回傳醫院，

以了解治療的過程。第四、要能預防重於治療，藉由科技預測個人身上的細胞機轉，避免人體不

同部位的正常細胞演變成癌細胞。 

最後，Koch 接待人員帶我們參觀整棟大樓，整個研究所並不是非常大，但有趣的是，為了

讓生物科學家與工程師合作，他們在每層樓作了兩半的配置，一半是生物科學區，另一半是電機

電子工程區，中間是則是讓雙方見面的會談區，相當有意思。 

六六六六、、、、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Bio 2012 北美生物科技展北美生物科技展北美生物科技展北美生物科技展及台灣館剪綵活動及台灣館剪綵活動及台灣館剪綵活動及台灣館剪綵活動 

6 月 18 日至 21 日，以「連結(Connect)、結盟(Partner)及創新(Innovate)」為主旨的國際生物

科技最大年會，北美生物科技大會(2012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在美國麻州波士頓會展中心

(Bosto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舉行，除了美國在地廠商外，吸引了全球各地知名生技

產業廠商參加，提供一個平台供來自世界各地的生技業者建立網絡和夥伴關係的機會，全球逾 1

萬 5000 名專家和業界人士參加，亞洲國家包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泰國、馬

來西亞均派團隊參與，並以國家形象館方式參與展出打團體戰。 

台灣館在 6 月 18 日下午舉行開幕儀式，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波士頓經文處處長洪慧

珠及紐約外貿協會主任魏光勛共同主持剪綵，隨後官方代表團參觀展場。本屆台灣館以農業生技

重要成果、研究機構與產學之重大生醫科研成果、卓越臨床試驗服務能量及新藥開發研發成果作

為參展主題，共使用約 1,500 平方英呎，參展單位包括農委會、衛生署、國科會、竹科竹北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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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生技中心、工研院生醫所等政府單位及汎球藥理、台灣汎生製藥、

漢聖製藥、瑞寶基因、益生生技、台灣微脂體、藥華醫藥、德英生物、善笙生物等九家製藥及生

技公司。 

七七七七、、、、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MIT 技轉中心技轉中心技轉中心技轉中心(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 

「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中，正計畫建構生技研發鏈第二棒的基礎環境，希望能將

上游學研界豐碩的研發成果產業化。因此，6 月 19 日由行政院科技會報江惠華執行秘書帶領官

方團參訪 MIT 技轉中心(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希望了解如何將智財成果技轉、或

協助研發成果產業化為新創公司，活絡科技創新及商品化發展，以供我國改善相關機制的參考。 

接待我們的 TLO 辦公室主任 Lita Nelson 女士告訴我們，一般美國大學的產學合作很密切，

但是大學實驗室卻多半偏重基礎或是前瞻的研究，離商品化的過程還很遠。可是，MIT 雖然沒

有設置育成中心，但 MIT 與哈佛所在的波士頓劍橋地區卻充滿著創業家的氛圍，就像是一個多

元化的虛擬大型育成中心，與矽谷並列美國最重要的科技重鎮。這其中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

TLO 所扮演的角色。 

TLO 了解，新創公司的特點是：高風險高報酬、潛在應用廣、沒有競爭對手、技術開發者

願意積極參予、越是前瞻的技術越是難以評估其價值…等，但缺點是財務、行銷、管理人才的不

足、或可能會與創投公司的利益有所衝突…等。由於 MIT 各個系所與實驗室的技術，通常授權

給有相關核心技術的小型新創公司，或鼓勵技術發明人參與或自行成立公司。再由這些小新創公

司發展一陣子後，進一步發展出產品概念或做出產品原型，再授權賣給大公司，這樣才有機會讓

商品進入市場。 

所以，TLO 聘請 20 多位專家，找尋絕對優秀的創意，而且是在智財權方面有制高點的創意，

然後，TLO 協助這些發明人成立新創公司。至於成立公司後，各公司的資金調度、經營團隊、

策略聯盟、糾紛調解、智財權談判等問題，TLO 所扮演的大多是諮詢顧問的角色，而不會正式

干涉公司的運作。最後，當這些公司要進一步發展出賺錢的經營模式時，TLO 就退出，而交由

管理學院或創業中心接手。 

Nelson 主任也告訴我們一些經驗，學校裡如果有非常創新的發明，就應該要在很早期就要

將其分出去成立創新公司，這樣它就有機會可以得到很多創投或大公司的資源；目前學校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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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所得到的總收入大約在美金 30 億元左右，雖然其中大部分的技術並沒有賺很多錢，但這整

個過程卻可以產生很多的就業機會，也能培養很多有經驗的創業人才，這些都是很好的成果。 

八八八八、、、、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Semprus Bioscienc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6 月 19 日我們也拜訪 Semprus Bioscience 公司，這家公司是 2006 年由 MIT 的教授與發明家

Prof. Robert Langer 實驗室所 spin-off，同年並獲得 MIT 所頒發的 10 萬美元的創業獎金，目前接

受美國前 FDA 醫療器材及輻射安全中心林秋雄博士的輔導，可說是研發成果產業化的成功案

例，可供我國改善相關機制的參考。當天我們由江執秘率團帶隊參訪時，先由林博士代表 Langer

教授向台灣團致歡迎詞，再由該公司的營運長 David L. Lucchino 及技術長 Christopher Loose 博士

來負責解說。 

該公司所開發的技術，主要是解決每年將近 1 百萬美國人被醫療注射管材細菌感染的問題。

傳統上這種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管材上塗上一層可以緩慢釋放抗生素的塗料，但是一旦抗生素

釋放完畢，或是細菌產生了抗體時，病人就會被細菌感染。所以，Semprus 公司的 Loose 博士在

MIT 念書時提出了另一種解決方法，他從人體的排汗、植物、細菌上面，找到一種叫做抗菌肽

的短蛋白質，這種短蛋白質所帶的刺，可以像刺氣球一樣把細菌刺爆，而細菌無從抵抗，也無法

產生抗藥性。但是這種抗菌肽非常昂貴，不適合口服或是放在點滴藥水中。所以，Loose 將抗菌

肽與縮氨酸混合在一起，作成塗料塗在注射管內部或髖關節等醫療器材的表層，從細菌的尺寸來

看，這樣的表層就好像是一大片的插滿尖銳釘子的釘床。這樣的作法可說是自然殺菌永久有效，

不像傳統抗生素塗料時效有限又不見得安全。 

由於該公司與台灣一些單位還有合作計畫，所以我們一行人也參觀了 Semprus 的實驗室，

實驗室的面積不大，只能同時供四、五個人工作，其餘的地方我們就沒有參觀。不過，這樣一間

規模的生物科技公司，卻蘊藏了這麼大的商機，這在我們見過科學園區大型半導體廠的人眼裡，

的確有很振奮的開啟，相信以台灣的人才，未來必能在生物技術密集的領域，走出自己的天空。 

九九九九、、、、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Pfizer 公司研發中心公司研發中心公司研發中心公司研發中心 

6 月 20 日台灣官方代表團一行由行政院科技會報執行秘書江惠華帶隊前往輝瑞(Pfizer)公司

在當地劍橋(Cambridge)的研發科技中心(Pfizer Research Technology)參訪，該公司研發科技中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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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管控相當嚴格，所有訪客必須事先申請，所有代表團成員都必須先換證後才能進入，且全程禁

止拍照。本次參訪由輝瑞公司研發副總 Ronald C Newbold 接待及介紹，接著由台灣代表團簡報

介紹台灣在生技領域的國家型研究計畫、臨床醫學優越能力及在生技產業發展現況與合作夥伴，

雙方進行意見交流，希望能學習該公司實作經驗，也讓該公司高層更了解台灣在生技方面的努力

與實力，促成台灣與國際大藥廠合作機會 

2010 年劍橋正式被輝瑞公司定位為全球四大研發中心之一，隨後輝瑞公司即規畫將現有的

心血管內科(Cardiovascular Medicine) 及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等兩個研究單位搬遷到劍橋，並

成立與頂尖學術醫學中心合作的企業網絡－波士頓醫療創新中心（Boston Centers for Therapeutic 

Innovation），打造波士頓成為全球醫療創新中心網絡的總部，藉由與這些頂尖轉譯醫學研究者合

作，以減少藥物發現和開發的時間和成本。 

十十十十、、、、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SI
2
C 與生技基金說明會與生技基金說明會與生技基金說明會與生技基金說明會 

6 月 21 日在波士頓會展中心(BCEC)舉辦「台灣 SI
2
C 與生技基金說明會」，本說明會係由台

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Supra Integr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簡稱 SI
2
C)首席顧問蘇懷仁博士主

持。本次說明會闡述了一些重點：當全球製藥和醫材紛紛轉型為小單元營運模式時，台灣的小規

模生技形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佳機。而且，在亞太生醫市場漸漸受到重視、中國國力與人口因素、

台灣政府近年的努力與推動等因素，台灣的競爭力絕對大有可為。 

由於 SI
2
C 定位於新創輔導及聯盟合作的生物科技平台，其工作內容包括串連台灣的生物科

技資源，重點選擇適合台灣特定的研發方向，在國內外尋找案源，並在早期研發階段即給予各種

支持。SI
2
C 也會幫助政府培育人才，把優秀的醫生與工程師等生技團隊，變成生醫產業的企業

家；SI
2
C 也計畫成立種子基金，支持前期學研研發計畫轉型成為新創公司，並與中期的投資團

隊接軌；SI
2
C 也會協助台灣的生技與生醫園區，以一站式服務，協助新興公司和研發團隊起步

和發展。因此，SI
2
C 在台灣的生技產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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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本屆 BIO 2012 舉辦地點位於美國麻省(Massachusetts)波士頓(Boston)，波士頓是美國最古老

城市，名校聚集，包括世界知名學府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及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境內擁有 122 所大學院校，其中 40 多所以上可提供生命科學領域

相關的高等教育學位，麻省並擁有五所接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

的頂尖醫院－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布里格姆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貝絲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波士頓兒童醫院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醫院為麻省提供了頂尖生物科技人才，成就麻省發展生物科技產

業最佳環境。麻省州長派翠克(Deval Patrick)在 2007 年 5 月 8 日 BIO 2007 會議上宣布啟動一個

橫跨 10 年總投資金額達 10 億美元的生命科學計畫，來強化及提升麻省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國際領

導地位，透過這個計畫整合產業、醫院、大學及研究單位等機構共同努力，激發新的研究、吸引

投資、創造工作機會以及發展新的治療方法，並成立了麻州生命科學中心，致力於生技研發循環

的五個重點：資金、計畫、研究、發展和商業化，經過多年的發展，麻省約有 500 多家生物技術

和製藥公司，截至 2011 年 8 月，從臨床前到待審批階段計有 897 個藥品正在研發中，目前麻州

約有 8 萬人從事生命科學領域相關工作，其中約有 5 萬多人屬於生物科技產業，醫療器材在麻省

出口產品中也排名第一，麻省已形成首屈一指的生物產業聚落。 

綜觀我國在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推動歷程，1995 年頒訂「行政院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

案」；1996 年成立「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負責跨部會業務的協調與督導；2005 年成

立「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TC)」，提供生技產業政策與發展方向之建議與諮詢。2008

年依據 BTC 會議結論，並經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集相關部會多次的協商與修正，「台灣生技起飛

－鑽石行動方案」終於在 2009 年 3 月 26 日順利通過行政院院會正式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

石行動方案」是行政院積極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主要重點分為四大部分，包括產業化研發

中心、生技創投、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TFDA)以及生技整合育成，發展包括新竹生醫園區(醫材)、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醫材)以及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製藥) 等三個重要生技園區。透過政府政策

推動與激勵，在台灣各地形成生技產業研發聚落，生技產業也吸引了投資者目光，名列台灣股票

交易市場的生技公司數量也比三年前增加了一倍，研發成果亮眼，目前台灣計有 86 個藥物產品

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其中二期臨床試驗佔一半以上(54%)計有 46 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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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麻省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成功經驗及我國發展生物產業歷程來看，政府政策的支持是

生技產業發展驅動力，透過政府資源的投入、規劃與整合，才能帶動民間資金與吸引生技人才投

入生技產業領域，形成共振效應，加速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及南科台南與

高雄園區為我國「愛台十二建設」產業創新走廊公共建設計畫之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及南

部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都是「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中的重要指標計畫，更是我

國生技產業發展指標，未來應持續積極推動，形塑科學園區成為生技產業的優質研發投資環境。 

積極建構創新生態環境，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的交流，以滿足 Unmet Need 為發展方向，

拓展市場，促進生技產業的發展，是台灣現階段面對全球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激烈競爭下，最關

鍵的課題。美國麻州波士頓地區，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為創新引擎，結合豐沛的人才、源

源不斷創意所形成的技術、政府與民間蓄勢待發的風險資金、協助新創事業發展的技轉與育成機

制，以及整體社會所形成的創業精神與創新氛圍，綿密交織出整個創新的網絡環境。台灣在發展

生技產業的同時，如何孕育這樣的一個創新系統並創造價值，是我們在制定政策與發展策略時，

可以學習並參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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