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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部為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方向，進行國際健康產業布

局規劃，透過向國外介紹臺灣國際健康產業的優勢及布局規劃目標，以吸引國外

醫療機構與健康產業相關業者來臺，與醫療機構或健康產業進行人才與技術之交

流合作、設廠或投資，提升臺灣整體醫療產業的發展，並進一步帶動臺灣醫療服

務高附加價值。 

   今年 9月 2日至 10日前往澳洲與紐西蘭 2 國 4城市，本部由林奏延次長率

團，劉玉菁專門委員陪同出席，透過考察紐西蘭與澳洲健康產業發展現況，從其

產業發展與相關政策推展經驗，作為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方向的參考；另外也

參訪相關製藥、醫材業者及醫院，藉以發掘進一步和臺灣醫院及健康相關產業業

者合作的可能性。 

   本次出國參訪 1家大學研究機構、1所機關、3家醫院與 5家健康產業企業，

並於墨爾本及奧克蘭分別舉辦招商說明會。在醫院參訪部分，除針對雪梨與墨爾

本兒童醫院進行重點參訪，瞭解其如何以兒童為中心，針對兒童的特性與需求設

計及經營醫院外，亦參訪墨爾本當地重點醫院(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瞭解澳洲現行醫療服務制度與醫療政策。 

    此外，因澳洲與紐西蘭在生技製藥與醫材之研發，特別具備能量，針對臺灣

與紐澳雙邊企業間技術研發合作與授權製造之合作可能性，亦為本次企業參訪與

招商說明會之重點所在。在與紐澳當地業者間之交流，主要交流項目包含該些企

業發展現況、產品優勢與未來合作布局規劃等議題。採用面對面之洽談交流方式，

更能深入瞭解該些生技製藥與醫材業者，對臺灣業者之合作需求與期待，將更有

機會媒合及促成未來雙方企業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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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緣起  

   因應亞太區域經貿加速整合之挑戰，創造我國經濟成長及產業轉型之

新動能，配合國家發展政策之推動方向，健康產業已成為臺灣政府未來重

點發展的產業之一。為協助國內健康產業具備與國際競爭之產業基礎，與

其他國家間之合作及合作模式之建立將是重要關鍵。 

   本訪問團係本部為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方向，進

行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以提升臺灣整體醫療產業的發展，並進一步帶

動臺灣醫療服務高附加價值化，擬向國外介紹國際健康產業布局規劃目標，

同時吸引國外醫療機構與醫療相關產業業者來臺，並與臺灣醫療機構或健

康產業業者進行人才交流與合作，或技術、投資及通路之合作。 

   澳洲藥品市場為亞太地區前五大，每人藥品支出在全亞太地區為第二

高，僅次於日本，而澳洲的藥物市場規模於 2014年已達 121.5億美元，

惟市場皆為國際藥廠所占。即便如此，澳洲本國在生物科技研發上仍具備

一定之成果，其中又以專注研發人體血液製劑與疫苗的生技公司—CSL 最

受注目，其市值目前已達到 311億美元，為澳洲生技業之代表，臺灣即有

血液基金會委託該廠製造血液製劑。 

    在醫材產業部分，澳洲 2014年國內醫療器材市場為 49億美元，為全

球第 20大市場，其中占比最高之兩類產品分別為醫用耗材類產品(13.5%)

與診斷影像類產品(14.8%)。其國內醫材業者中，市值最大的前二名業者

為 Resmed與 Cochlear，前者為生產睡眠呼吸障礙(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及其它呼吸疾病相關醫療器材之業者，後者為全球市佔率達

60%~70%之人工電子耳製造商。至於其他醫材公司多為中小規模之企業，

許多廠商之產品仍處在研發階段。 

    紐西蘭本土因人口稀少，再加上國內 PHARMAC(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Agency)對藥價的強勢控管，藥品市場規模相當小，目前並無

較大型且具備人體新藥研發能力之生技製藥企業，多數生技公司的專長皆

在於動植物方面的生技應用。 

    在醫材市場部分，全紐西蘭之醫材市場規模為 8.1億美元，佔全球市

場比率為 0.25%，排名全球 38名。主要消費品項為醫用耗材類產品(13.5%)

與診斷影像類產品(10%)，惟所有產品幾乎皆為進口。紐西蘭國內兩家較

具規模之上市醫材公司，分別為 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 與 O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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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前者主要的產品是呼吸治療方面的醫療器械及居家保健設備，後

者產品則為醫療管理之軟體系統。 

    綜觀紐澳國內製藥與醫材業者，雖大部分廠商規模不大，但也因此孕

育出許多具備 R&D 能力及在特殊領域具備研究成果之廠商；而臺灣在製藥

與醫材的產業鏈上，強項則在中端的製造部分，與紐澳廠商具互補之可能

性高。爰此，本次紐澳之參訪，除了了解紐澳廠商於生技製藥與醫材產業

的發展現況外，另一重點即為找出雙方企業可能合作之商品種類與合作模

式，為臺灣相關廠商找尋可進一步發展之新藍海。 

二、 參訪對象概要 

 本次出國總共參訪 11處不同之健康產業業者與機構，其中醫療服務業

者共參訪 3家醫院，分別為 1家公立綜合醫院及 2家兒童專門醫院；在生

技製藥與醫材業者參訪方面，共參訪 5家醫療器材業者，另有 1家生技製

藥業者則是在墨爾本說明會辦理前，親自來會場與林次長奏延見面並進行

簡單的意見交換；在研究機構及政府機關部分，共參訪 1家大專院校與 2

家醫藥醫療管理機關。 

三、 參訪目的 

(一)了解紐澳製藥與醫材廠商對於投資臺灣之興趣、以及找尋臺灣合作對象時包

含資金、技術能力等之評估條件。 

(二)了解紐澳製藥與醫材廠商目前經營海外市場之現況及與海外廠商之合作模

式。 

(三)了解紐澳製藥與醫材廠商與研發機構最新之產品研發狀況，從中尋找適合臺

灣廠商參與之製程環節與產品。 

(四)了解紐澳業者/機構產品或制度可導入臺灣或供作為政策制訂參考之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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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表 1 紐澳參訪團整體行程概要 

天數／日期 行程概要 

第一天 

9月 2日 

上午：10:15抵達雪梨 

下 午 ： 參 訪 雪 梨 大 學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第二天 

9月 3日 

上午：參訪 Sirtex Medical 

下午：參訪 Cochlear 

第三天 

9月 4日 

上午：移動至墨爾本後，參訪 Melbourne Health 與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下午：與 CSL Limited面談，並於 Melbourne Convention 

Exhibition Center 舉辦說明會 

第四天 

9月 5日 
上午：參訪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第五天 

9月 6日 
移動至奧克蘭 

第六天 

9月 7日 

上午：參訪 The Optima Corporation 

下午：於 The Langham Hotel 舉辦說明會 

第七天 

9月 8日 

上午：參訪 Caldera Health 

下午：移動至威靈頓 

第八天 

9月 9日 

上午：參訪 Volpara Solutions 

下午：參訪 PHARMAC 

第九天 

9月 10日 

由威靈頓移動至雪梨，再由雪梨搭機返台，抵台時間為 9/11

早上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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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及主要成果 

一、 參訪機構及參訪流程說明 

   本次參訪機構共有 3家醫院、6家企業(含 1家來訪企業)、1家大專

院校與 2家醫藥醫療管理機關機構、其名稱詳表 2所示。 

表 2 參訪機構名單彙整 

醫院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機構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ydney 

Melbourne Health 

PHARMAC 

企業 

Sirtex Medical 

Cochlear 

CSL Limited 

Optima Corporation 

Caldera Health 

Volpara Solutions Limited 

    參訪執行重點，針對企業與機構的重點，在於瞭解該參訪對象的產品

研發狀況、與臺灣國際健康產業進行合作交流的意向，以及是否有適合導

入臺灣的產品與制度；而在醫院方面，則著重於設施設備及營運管理方式

之觀摩。 

在企業與機構參訪的流程上，首先由訪問對象以簡報方式，說明其技術或

產品內容，以及其在海外或在臺灣事業的拓展現況與未來方向，之後再由

我方介紹臺灣國際健康產業的發展概況、可能之產業合作模式，並於雙方

初步掌握彼此狀況後，互相提問以促進雙方更進一步之瞭解。透過此種直

接進行意見交流之方式，不僅可使本部更瞭解紐澳業者對於與臺灣企業進

行合作之意願與實際需求條件，更進一步可作為未來臺灣國際健康產業布

局規劃政策的研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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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訪行程執行方式 

當日流程 

1.雙方介紹及交換名片 

2.參訪對象簡介業務內容 

3.本部說明臺灣健康產業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布局 

4.雙方針對與臺灣健康產業業者合作可能性進行意見交流 

5.贈送禮品及紀念照片拍攝 

6.企業/機構參訪 

二、 醫療機構參訪 

本次紐澳參訪共拜訪 3家醫院，依據參訪時間順序分別為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Melbourne Health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及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以下就 3家醫院之背景及參訪結果分別進行介紹。 

(一)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1.背景概要 

雪梨兒童醫院體系(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Network) 包含兩

座兒童醫院，分別坐落於雪梨市郊的 Randwick 區與 Westmead區，是全澳

洲最大的公立兒童專門醫院，總病床數約為 400床，每年共計收受 51,000

人次之住院患者，以及超過 100萬之門診病患。 

本次參訪醫院為集團下位於 Randwick 之院區，是新南威爾斯省的主

要教學醫院之一，位於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南邊，亦是新南

威爾斯大學的教學實習合作醫院。醫院與周邊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Prince of Wales Private Hospital and Royal Hospital for Women 形

成一個 Randwick Campus。 

該院主要提供包含兒科、青少年醫療與手術服務，開設專科包含癌症、

意外、 HIV/AIDS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失能、心臟病、及呼吸

障礙等門診，院內病床數約 200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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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外觀（資料來源：網路公開資料） 

2.參訪概要 

本次參訪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是由 Dr. Arthur 

Teng 負責接待。Dr. Teng為呼吸障礙治療門診主要負責人，而該治療門

診每年治療呼吸障礙患者約 800人，是新南威爾斯省少數擁有呼吸治療障

礙門診的醫院。目前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擁有 2間治

療病(套)房，病房設有可記錄病患睡眠品質設備外，配合視訊影像系統紀

錄協助醫師更縝密地診治判斷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作為專門之兒童醫院，提供一個以家為

核心，使病人接受治療的同時滿足心靈層面療癒之理念，使得該醫院導入

許多友善人性化之休閒娛樂設施而成為該院主要特色。舉例來說，院內除

設有廚房、家人接待室、兒童玩具室外，Starlight Express Room 更提

供病患一個結合繪畫、樂器演奏、影視製作及電玩等多元娛樂休閒空間，

兒童病患可與工作人員(稱為 captain)直接互動外，透過互動同時錄製影

片節目，並於不能前往之病患房間電視播出，相當受到歡迎。 

由於院內治療的病患治療費用全數來自於政府 Medicare，病人不需給

付額外之醫療費用，院內亦設有醫療設備租借中心，提供病人免費租借服

務。因此，院內到處可看到與公益社會團體合作(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ties)、或規劃大廳設置公益餐廳、將醫院走道作為公益畫廊等空間

運用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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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參訪情形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內咖啡廳 

 

林次長奏延（右一）參訪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睡眠監

測中心實際管理情況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病房實景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Randwick  

兒童娛樂室一景 

 
Dr. Teng(左二)與林次長奏延（左三）於醫院入口廳堂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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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elbourne Health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1.背景概要 

Melbourne Health 為澳洲維多利亞省第二大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其掌管

維多利亞省內三個醫療機構，並透過旗下數個醫療機構對民眾提供醫療服

務，各機構背景概要分述如下： 

(1)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為澳洲排名前幾大之公立醫院，除

了為知名教學醫院外，其於臨床研究上亦享有盛譽，並擁有全澳洲規模數

一數二的急診部門。該院最早創立於 1848 年，於 1935年改名為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後，於 1944年搬到現址。分為 City Campus和 Royal 

Park Campus兩個院區，其中 City Campus 專職於普通科、專科醫療、急

診手術、慢性病醫療服務(包含復健及老年照護)部分，大部分科別的手術

服務需求在此皆能提供，同時也是極少數公立醫院中提供機器人手臂手術

的醫院； Royal Park Campus 則主要提供一般門診及社區醫療服務。 

 

圖 2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正中央建築)鳥瞰圖(資料來源：

WalkingMelbourne) 

(2) NorthWestern Mental Health 

以心理健康、精神醫療服務為主，是維多利亞省最大的精神醫療機構。

在墨爾本設有 32 個服務據點，主要提供各式精神疾病醫療服務及飲食失

調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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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Royal Melbourne at the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 

該研究所是 Melbourne Health位於墨爾本大學的研究夥伴單位，提

供實驗室診斷服務、流行病研究、臨床研究做為參考。其服務項目包含： 

a.維多利亞省傳染病實驗室(The Victorian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ence Laboratory)：為國際認可的傳染病病毒及細菌實驗室 

b. VICNISS Healthcare傳染病監控系統(VICNISS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整理及分析全省傳染

病相關醫療數據 

c.維多利亞省傳染病醫療服務(The Victorian Infectious Diseases 

Service)：提供全省傳染病服務，其中又以旅遊相關傳染病、熱帶傳

染病、愛滋病、肝炎、結核病和院內傳染病為主。 

d.維多利亞省結核病治療(The Victorian Tuberculosis Program)：

提供全省結核病相關健康服務。 

e.國家抗生素監管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和墨爾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及莫

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合作研究抗生素對於人體與動物的使用

與抗藥性。 

2.參訪摘要 

本次參訪機構為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的 City Campus，但

同時有 Melbourne Health之人員一併接待本參訪團，在簡報會議之辦理

上亦是由三方共同進行。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方面由 Steve 

Christov先生負責接待並帶領後續醫院參訪事宜，他目前為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而 Melbourne Health 方面則由 Chief Executive 

Dr. Gareth Goodier 進行簡報，並帶領其他相關人員與我方，針對未來

臺澳可能之合作模式進行意見交換。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於會中特別提及其與 The Doherty 

Institute在感染及免疫學療法上之合作關係。The Dohert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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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包含濾過性微生物學及黴菌學實驗、

國家級之感染相關健康資料分析、旅遊疾病、熱帶疾病感染等相關治療服

務、肺結核研究服務。 

另外 Melbourne Health與會人員，於會議中特別與本參訪團分享其於

所轄醫院推行藥物管控之機制與成果。該醫院於澳洲首次推行名為

Stewardship之機制，該機制透過國家資金之挹注與 Melbourne大學及

Monash大學合作，研究人類與動物於抗生素使用上進行最有效之使用量

控制，以避免目前澳洲抗生素濫用之情形。 

Stewardship 以 IT系統分析為後盾，使其推行後成效顯著。除使整體

用藥量及醫院經營成本明確下降外，亦可使醫院判斷出最需集中治療之患

者，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及患者無法得到適當醫療之問題。 

表 5 Melbourne Health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參訪情形 

 
Dr. Gareth Goodier(右前一)報告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與 Melbourne 

Health的發展歷程與經營現況 

 
Steve Christov總監(右二)導覽急診部 

 
The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手術

室 

(三)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1.背景概要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位於墨爾本 Royal Park內，緊鄰墨

爾本動物園，具有 140年之歷史並於 2011 年進行擴建。該院基地規模近

20萬平方公尺，整體開發以公私合夥(PPP)方式興建而成，為墨爾本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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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兒童醫院，也是墨爾本大學與 Latrobe 大學的教學醫院，院內共計

有醫護人員與員工約 4000名。 

該院致力於打造家庭式的就醫環境，給予兒童病患及其家屬最友善之

空間，院內超過 85%的病房為單人病房，為患者及家屬提供可保有隱私之

空間，且每個樓層皆設有集會場所與戶外陽台。 

除一般醫療設施外，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內設有 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由媒體大亨梅鐸的母親出資協助創立，

主要研究項目有細胞生物學、臨床科學、基因研究、感染及免疫系統、公

共衛生。 

 

圖 3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鳥瞰圖（資料來源：

http://www.batessmart.com/）  

2.參訪摘要 

本次參訪由在院內 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擔任 IP 

& Commercialisation  Manager的 Dr. Joanne Boag帶領我方進行院內設

施之參訪行程。 

有別於傳統醫院，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除在空間規劃上

大量引入自然光源、設置大型裝置藝術及互動式電子看板，最特別的是與

Royal Park內之墨爾本動物園合作，分別於急診室及一般門診區設置大

型水族箱、狐獴觀賞區等創新設施，降低兒童患者對於醫院之恐懼感。 

除了一般醫療服務之區域外，我方亦參訪了院內 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藉由 Dr. Joanne Boag的介紹，我方了解到該研究

單位與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的醫護人員及墨爾本大學的小兒

http://www.batess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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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均有緊密合作關係，因此能夠更有效率地將研究成果商業化，2014

年的總營收超過 11億澳幣，較 2013年成長 18%。 

該機構於協助兒童復健之研究上，與外界之公司亦有合作並勇於創新，

不斷研發更有效幫助兒童順利進行復健之療程與方法。例如考量到兒童不

喜歡重覆進行單一動作，因此導致復健效果受限，故結合復健醫療與遊戲

設計，來達到使兒童願意長時間進行復健之目的。 

表 6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參訪情形 

 

充滿童趣與採光良好之大廳設計 

 

狐獴觀賞空間 

 

與玩具店合一之領藥處 

 

Dr. Joanne Boag（左二）介紹 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區域 

 
Dr. Joanne Boag（左三）與林次長奏延（右三）及其他參訪成員於大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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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機構與政府機關參訪 

本次紐澳參訪共拜訪一家研究機構與一家政府機關，依據參訪時間順序分

別為 University of Sydney 與 PHARMAC。以下就其背景與參訪結果分別進

行介紹。 

 

(一)University of Sydney 

1.背景概要 

雪梨大學為全澳洲也是全大洋洲第一所大學，創立於 1850年，位於新

南威爾斯省的雪梨市市中心，目前約有 5 萬多名在校生。該校主校區位於

雪梨市內, 此外還有八個分校和其他研究設施，共計有 17所學院及 100

個系所，以醫學、法律、藥學、音樂以及海洋生物學、物流管理等最為突

出。因其以研究為主導的教學模式，校內系所具備優異新技術研發能力，

也因而獲得多項由澳洲研究委員會和國家健康醫療研究委員會提供的投

資基金，產學合作成果豐碩。 

 

圖 4  University of Sydney 校區平面圖(資料來源：

http://www.mapp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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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大學在建立產學合作模式上，特別設立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Partnerships，由該單位專責研究成果商業化的智慧財產

授權等相關事宜，目前涵蓋的領域有醫藥生技、醫療設備、光學技術等領

域，國際各企業界可與此專責單位洽談合作取得雪梨大學研究成果。 

2.參訪摘要 

本次主要拜訪對象為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的 Professor Philip de Chazal。Professor Philip de 

Chazal是電資學院的教授，在睡眠呼吸障礙治療的領域擁有許多研究成

果，也是睡眠呼吸醫材大廠 ResMed 內生技工程委員會的委員，其所領導

之研究團隊與 ResMed 有相當密切的產學合作關係。 

藉由詢問 Professor Philip de Chazal 雪梨大學與 ResMed間的產

學合作細節，得知雙方的合作模式，是由 ResMed支付一筆資金予雪梨大

學，再由雪梨大學自行決定如何配置資助於睡眠障礙治療方面之研究，

ResMed無權決定使用方式與資助對象。Philip de Chazel領導之研究室

即為其中之一的資助對象。該研究室最大特色為研究團隊內有各個不同專

業背景之人員，只要是有興趣之研究項目即可加入，最終之研究目標，就

是把原來需要在醫院才能進行之睡眠品質檢測與治療程序，研發出一般人

可於居家使用之器材，使更多深受睡眠障礙所苦的人皆能迅速且適當地獲

得治療。 

另經探訪該研究室內其他學生之研究標的後可發現，建立資料庫並運

用大數據分析，作為未來早期醫療診斷之研判基礎，是澳洲目前在開發診

斷性與監測性醫材時，全力進行研究之方向。 

在該研究室未來與臺灣廠商可能合作模式的議題上，Philip de 

Chazel教授雖然為 ResMed之生物技術工程委員，但並無法參與 ResMed

產品委外代工等事務之決定，故在該環節的合作模式上並無法給予我方具

體建議。目前該研究室幾項新式睡眠呼吸診療技術包含了用心電圖及血氧

飽和度偵測睡眠障礙系統、藉面部特徵判斷是否具呼吸中止風險之軟體系

統…等，各項技術皆相當創新，但因仍處於研究階段，現階段尚不到可以

商品化之程度，短期與臺灣廠商可合作之機會有限。惟可預期中長期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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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R&D、技術移轉與研究成果商品化上，臺灣廠商具備許多參與商品開發

與製造之潛在機會。 

表 7 University of Sydney電資學院參訪情形 

 

Philip de Chazel教授(左一)與林次長奏延（右二）討論雙方未來可能之合作

機會 

 

Philip de Chazel教授向我方簡報其研
究室目前之研究成果 

 

我方向 Philip de Chazel教授簡報臺
灣目前醫材產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林次長奏延（左一）贈送禮物予 Philip 
de Chazel 教授 

 

研究室學生講解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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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 

1.背景概要 

從 1941年起，紐西蘭政府所支付的藥費即是整個藥品市場的主要資金

來源，於 1941至 1980年末，政府仍主管藥物的給付，隨著支出快速增加，

再加上財政困難，紐西蘭於 1993年成立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Agency (PHARMAC)，擔任政府藥品的寡買角色及控制給付藥品範圍。 

目前 PHARMAC 有 105位員工，此組織有如下特色：一、目標是「為符

合條件的民眾，提供必須的藥品，在預算金額的限制下，達到最佳的治療

效果」。二、支出不能超出預算。三、政治上獨立。四、設有諮詢委員會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Advisory Committee)，但其建議並沒

有約束力。  

PHARMAC非常重視成本的管控，從 1993 年運作以來，從未超過預算，

並以此自豪，認為在 PHARMAC介入下，節省了大筆藥品支出。 

 

圖 5  PHAMAC 對藥品支出之影響（資料來源：PHARMAC Annual Review 2014） 

該機構評估藥品功能、價格議定，大量使用成本分析，鼓勵藥商提

供各種風險分擔計劃，如退款、支出上限、價量等等協議，嚴格管制支出。 

 在紐西蘭也有操作多產品的協議方案或至少結合 2 個風險分攤協議

的方案。PHARMAC 可以與廠商協議選擇當前已給付的產品，並減少該產品

之給付價格，以便讓一個新藥可以獲得給付。例如 2009 年 9 月 PHAR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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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與 AstraZeneca(UK)協議降低 AstraZeneca 的心血管用藥 

Betaloc(metoprolol)價格，以便讓攝護腺癌治療藥品 Zoladex 獲得給

付。 

PHARMAC的強硬態度，被跨國大藥廠視為眼中釘，認為違反競爭、缺

乏透明度，及限制紐西蘭人的使用藥物範圍，有害紐西蘭整體健康。例如

1個新藥即使獲得藥物審查機構核准，但紐西蘭平均落後澳洲 3.6 年，才

被納入給付名單之內。 以藥廠組成的產業協會 Medicines New Zealand

就多次與 PHARMAC 產生爭端。 

然歷經不同執政者及多次的醫療制度改革，PHARMAC仍屹立不搖，顯

示當地民情的支持。另一個因素是紐西蘭的本土藥廠家數少，實力薄弱，

難以進行遊說，製造政治壓力。 

 

2.參訪摘要 

本次主要拜訪對象為 PHARMAC的 Director of Operations – Sarah 

Fitt與 Devices Fynding Manager – Andrew Davies，首先由對方報告

PHARMAC創建之歷史背景與現況藥價管控執行手法與成效，再由我方針對

其制度及政策面問題進行提問，並說明臺灣目前健保執行藥價管控時所遭

遇之阻力，接著進行意見交換。 

藉由與對方之意見交換過程中，我方了解到 Pharmac藥價控制成效顯

著，例如在學名藥藥價管控上，藥價砍價幅度可達 82%~93.6%。而 Pharmac

在紐西蘭國內市場小之先天限制下，還能夠成功讓藥商接受砍價至原價

90%以下之原因，關鍵在於一旦成為 Pharmac 所認定之補助藥物，即能獨

佔紐西蘭市場該類藥品市場 3年。 

在 PHARMAC的權責部分，僅在於決定何種藥物應列入保險補助名單，

藥物之採購、藥物採購預算編列、藥證發放…等事務則完全不參與，但中

央政府亦無權給予 Pharmac任何有關於納入補助名單藥物之建議。此外，

該機構每年皆會出版用藥手冊，敘明該年度用藥補助名單及藥品特徵、藥

物成分與效果。公立醫院必須完全遵守該藥品補助名單之指導，僅能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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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補助之藥品給予病人。但一般民間藥局或私立醫院，則可提供不在補助

名單上之藥品給民眾，但民眾需自負該藥品全額。 

不過 Pharmac 亦曾面臨國民質疑學名藥藥效不如原廠藥之質疑，部分

民眾亦會抗議希望能使用未位於補助名單上之藥品。為消除民眾疑慮，

Pharmac做法為盡量提出所補助學名藥效果並不遜於原廠藥之檢測證據，

並搭配醫院醫師持續教育民眾。而大多數民眾也能理解學名藥之使用為其

能享受低藥價之主要原因，故反對嚴格控管聲音一直非為主流民意。  

表 8 PHARMAC參訪情形 

 

Andrew Davies(左一)向我方簡報 PHARMAC 成立背景與政策執行狀況 

 

四、 企業參訪 

本次紐澳參訪共拜訪 5家健康產業企業、面談一家生技製藥業者，依

據參訪時間順序分別為 Sirtex、Cochlear、CSL Behring (CSL Limited)、

Optima、Caldera Health，以及 Volpara。以下就各企業背景及參訪成果

說明如下： 

(一)Sirtex 

1.背景概要 

Sirtex成立於 1997年，為放射療法醫材公司，主要產品

SIR-Spheres(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或放射性經血管碘油化療物栓塞術)

是治療不能手術的原發性或轉移性肝癌，全球已有 40多個國家、900 多

間醫院使用該產品。企業總部位於雪梨，另於美國波士頓、新加坡，以及

德國波昂設立各區域總部；波士頓及新加坡皆已有廠房，而德國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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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也預計於今年開始運作。目前SIR-Spheres銷售比率為美洲地區69%、

歐非中東地區 22%、亞洲地區 9%，而過去五年內的營收年複合成長率為

19.7%。 

SIR-Spheres 微球含有放射性元素釔-90，該元素停留在對肝臟腫瘤供

血的微小血管中，然後直接對腫瘤釋放高劑量的輻射。SIR-Spheres每顆

微球直徑為 32.5 微米、放射直徑約為 2.5 釐米。由於 SIR-Spheres 微球

放射是直接傳送到腫瘤，相較於傳統外照放射的治療有更高的效能。 

目前臺灣市場已由健喬信元於 2011 年取得 SIR-Spheres 的授權代理，

並經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可上市，惟適應症限於轉移性肝癌。 

2.參訪摘要 

由於 SIR-Spheres 的生命週期自生產完成後至內裝放射性物質放射完

畢僅 64.1小時，因此高度仰賴空運，在考量廠房位置時亦會以主要空運

Hub為首選，這也是亞太地區總部選擇落地於新加坡的主要原因。然而目

前仍有擴大產量的需求，亦有往海外擴廠的可能。此外，Sirtex特別詢

問臺灣發展醫療觀光的現況，在了解目前來臺醫療觀光的統計數據後，也

希望能夠了解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與貿易的相關細節，加上其擴充產能

的需求，有助於評估未來於臺灣設廠的可能。 

目前臺灣使用 SIR-Spheres情形為：由大腸癌細胞轉移至肝臟的肝癌

病患，在經歷過三次化療後，醫生才會使用 SIR-Spheres。然而亞洲人種

高肝病好發率的現象，Sirtex希望能夠將 SIR-Spheres直接運用在非轉

移性的肝癌早期治療上，對此的政策制訂程序亦表達關注。 

Sirtex目前正著手進行「2020願景」計畫，除了持續對肝癌治療的 R&D

之外，也有與學術研究單位合作的計畫：和澳洲大學共同進行 Carbon 

Cage 技術的研究以提高人體注射放射性物質的安全性、與雪梨大學合作

奈米分子開發以提高化療的效率、和 Peter MacCallum 癌症中心共同研究

減輕接受腦癌及頸癌化療病患的疼痛。整體而言，Sirtex雖有自家研究

單位，但對與學術單位合作也有高度意願，藉此可以利用學界專家的研究

成果開發商品，也希望未來有與臺灣共同研究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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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Sirtex參訪情形 

 
雙方意見交流、左側：Sirtex，右側：衛生福利部及臺灣野村 

 
Sirtex針對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

議的優勢進行討論，左起： Chief 

Medical Officer Dr. David N Cade、

CEO Mr. Gilman E Wong、CFO Mr. Darren 

Smith 

 
衛福部林次長奏延（左一）贈送禮物予

Sirtex CEO Mr. Gilman E Wong 

(二) Cochlear 

1.背景概要 

Cochlear創立於 1982年，為世界最大電子耳製造廠商，全球市佔率超

過 70%。總部設立於雪梨 Macquarie大學院區內，目前全球有 22個分公

司及兩座生產廠房，一座位於雪梨總部內，一座位於瑞典，全部員工約有

2,600人。營收來源 43%為美洲地區，其次為歐非中東地區占 40%，而亞

洲地區則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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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lear主要產品為人工耳蝸及 Baha 骨傳導植入系統，同時也有製造

人工義耳與兩者搭配。人工耳蝸透過外部聲音處理器補捉聲音並轉為編碼，

經由線圈傳送到植入體，再由植入體轉換為電信訊號傳往耳蝸內的電極組，

最後透過聽覺神經傳送到大腦；而 Baha 骨傳導植入系統則是直接透過顱

骨的震動將聲音傳達到內耳。目前 Cochlear 亦有智慧產品上市，外部聲

音接收器可以透過藍芽與智慧裝置或電視、音響等音源系統連接，讓配戴

者可以接收並調整不同音源更高品質的聲音。 

 

○1聲音處理器 ○2外部線圈及內部植入體 ○3耳蝸 ○4聽覺神經 

圖 6  Cochlear 人工耳蝸(資料來源：Cochlear公開資訊)  

 

○1聲音處理器 ○2外部線圈及內部植入體 ○3顱骨 

圖 7  Cochlear Baha 骨傳導植入系統(資料來源：Cochlear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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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訪摘要 

Cochlear與 Macquarie大學間產學合作密切，Cochlear每年提供

Macquarie大學生物工程學系學生實習機會，使其可於畢業前即參與電子

耳之研發及製程，許多學生在畢業後也直接選擇於 Cochlear就業，使

Cochlear可隨時確保相關研發人才，保持其在業界之領先優勢。 

於 Cochlear總部旁由 Macquarie大學設有 Hearing Hub，包含 Cochlear

在內的十幾家聽覺儀器研發公司與組織，在該 Hub內皆設有特殊之研究設

施，持續進行聽覺相關新式技術之研發。而總部所在之土地雖為 Macquarie

大學所有，但地上物為 Cochlear出資並負責建築物之規劃設計作業，待

興建完成並賣給 Macquarie大學後再回租。 

臺灣目前雖有 Cochlear之產品，但最新產品仍尚未獲得 TFDA之核可。

主要原因在於 TFDA 要求其需先檢具澳洲方面之臨床試驗數據後，方可於

臺灣進行臨床試驗，造成時間上之拖延。 

Cochlear產品中最關鍵的 IC晶片部分購自台積電，除此之外，由於臺

灣在產品和核可上程序較繁瑣且需時較長，因此目前較缺乏與臺灣進行進

一步合作之誘因。另外臺灣本地如馬偕、長庚醫院雖有自行使用該公司產

品進行臨床試驗患者，但樣本數過少，故臨床數據之參考價值不高。整體

而言，產品在台進行臨床試驗所需投入之資源不符市場效益。 

表 10 Cochlear參訪情形 

 

Cochlear總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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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lear亞太區總裁 Mr. Dig Howitt、

亞太區政策及市場拓展總監 Ms. 
Georgina Sanderson，及林次長奏延交

換名片 

 
Cochlear 亞太區總裁 Mr. Dig Howitt

與林次長奏延意見交流 

 

Cochlear員工導覽工廠實景 

 

Cochlear 員工向林次長奏延解說產品

演進 

 
（林次長奏延（右二）贈送禮物予

Cochlear亞太區域總裁 Mr. Dig 

Howitt） 

 
（Cochlear 總部旁的 Australian 

Hearing Hub） 

(三)CSL Behring (CSL Limited) 

    CSL Behring 紐澳區的總經理 Ms. Loretta Croker 於墨爾本說明會前

一小時至說明會場與林次長奏延面談。 

1.背景概要 

CSL Behring 的母公司 CSL Limited創立於 1916年，原名 Commonwealth 

Serum Laboratories，主要從事疫苗、血清以及血液製劑之製造。而 CSL 

Behring為全球血漿蛋白生物製劑療法的領導者，並擁有全球最大血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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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期許協助各國在血漿製造上能夠有技術供應內需，目前已和臺灣世

信生物科技有合作關係。CSL Behring於全球 30多個國家都有設立據點；

血液製劑廠房及研發中心則設於澳洲 Broadmeadows、德國馬堡、瑞士伯

恩，以及美國伊利諾州；美國賓州亦有一研發中心。 

2.面談摘要 

CSL Behring 的臺灣辦公室將於明年啟用，亞洲區域總部位於香港，亞

太地區總監為 Dr. Paul Lee，主要負責亞太地區的血漿類產品業務。CSL 

Behring澳洲將會協助臺灣與 CSL Behring 亞太總部媒合，以期未來有更

多的合作機會。 

除了 CSL Behring 的血液製劑相關產品外，CSL集團亦有多元新產品開

發，同時也與 Novartis 合作研發疫苗。在眾多產品項目中，也希望能夠

多了解臺灣市場的需求，再透過亞太區域總部與臺灣洽談合作模式。 

表 11  CSL Behring面談情形 

 

CSL Behrings紐澳總經理 Ms. Loretta 

Croker、Dr. Navin Singh，及林次長

奏延（右一）交換名片 

 

CSL Behrings 紐澳總經理 Ms. Croker

介紹 CSL主要業務 

 

雙方意見交流 

 

林次長奏延贈送禮物予 CSL Behrings

紐澳總經理 Ms. Croker 

(四) The Optima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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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概要 

The Optima由奧克蘭大學工程科學系的 2位教授及 1位研究生於 1998

年創辦，專門領域為作業研究技術的進階商業應用，主要領域為航空產業

的排程優化以及緊急應變服務系統，客戶包括紐西蘭航空、澳洲維多利亞

區救護車中心、加拿大多倫多緊急醫療服務等。目前 Optima與多國院校

在作業研究領域上有密切產學合作關係，如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工程學系、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及紐約康乃爾大學等。 

The Optima於 15年前成為獨立公司，以航空產業的排程優化系統為初

期研發項目，後來才套用至救護車排程的緊急醫療配置應用，目前於全球

10個國家內共有 65個系統上線。 

The Optima的產品主要為救護車配置的 Optima Live和 Optima Predict，

前者即時醫療資源配置系統，後者為災害情境模擬系統，涵蓋範圍從緊急

呼叫電話到病患被送至醫院。 

2. 參訪摘要 

 The Optima去年被 Intermedix併購，因此除了銷售自家產品外，亦銷

售 Intermedix 的 WebEOC系統，此系統為緊急事故通報及醫療配置管理系

統。目前臺灣已有應急管理顧問公司為其代理窗口，相關資訊以及臺灣應

用方向可以與其再深入研究探討。 

由於各國或各區域交通資源及醫療制度不同，因此 Optima需要針對各

區域的數據資料量身訂做系統及進行模擬。整體系統開發的流程會先用

2-3個星期蒐集整理交通資源及醫療系統相關資料，再以 2-3個月的時間

做模擬(包含尖峰及離峰時間的普通車速及鳴笛救護車速)。原則上 Optima

軟體只要下載他國之路網圖後，即可轉化成自家軟體可用之格式，並可直

接適用於他國，不需另外再針對個別國家之狀況進行軟體調校。同時由於

全球已有 65個實際上線系統經驗，對於自然災害頻繁及特殊地形特色的

臺灣亦有信心掌握。 

Optima售出之產品可以依據客戶的狀況改變而更新，原則上每季皆會

有微調並每年更新一次。不過，目前支援的語系僅有英文，多國語系之支

援部分現正進行中。未來發展方向除了持續針對既有系統優化之外，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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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針對醫院內部的醫療資源(例如閒置病床數)開發設計系統，以整合傷患

被救護車送至醫院後的醫療資源。 

表 12  Optima參訪情形 

 

交換名片，右起：林次長奏延、Optima
歐洲業務總監 Mr. Tim Lynskey、

Medical Technology商業開發總監 Mr. 
Mike Munley 

 

雙方針對 Optima產品於臺灣可能應用
方式意見交流 

 
Optima辦公室實景 

 
 Optima 歐洲業務總監 Mr. Lynskey 解

說 Optima 與各院校產學合作模式 

 

林次長奏延（中）贈送禮物予 Optima COO Mr. Chris Carter 及歐洲業務總監
Mr. Lynskey 

(五) Caldera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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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概要 

Caldera Health 創立於 2009年，專門研發前列腺癌篩檢技術，期望運

用更為準確且侵入性較低的新一代基因序列技術(Next-Generation Gene 

Sequencing，NGS)，取代現行前列腺癌的 PSA檢測。目前專精於其獨家研

發之 RNA Biomaker Amplicon Sequencing(RBAC)技術，並申請專利中。 

Caldera Health 的兩位創辦人即為前列腺癌患者，鑑於現行 PSA 檢測

準確度低、而切片檢測的侵入性高，因此獨家研發 RBAC技術，利用

Targeted gene expression提高前列腺癌篩檢準確率。 

2. 參訪摘要 

根據 NZ 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 統計， 13 位 75歲男性中即有

一位罹患前列腺癌。目前前列腺癌檢測以 PSA值之高低作為醫學判斷依據，

然而數值高並非絕對代表罹癌，因此特異度不足是主要缺陷，而 Caldera 

Health的技術有超過 80%的敏感度及特異度。一般而言，每次檢測費用約

3美元；另根據 OEDC統計，每年約有 10 億次檢測，具一定之市場規模。 

Caldera Health 檢測技術發展將可從活組織檢查(BIOPSY)、延伸應用

至尿液、個人療法之搭配診斷試劑（Personalised therapy companion 

diagnostic)等應用，目前進行之臨床試驗 Clinic study 1已於 2014 年

4月完成、 Clinic study 2預計也將於 2015年底完成。目前主要與醫療

機構合作，取得樣本驗證其檢測之有效性，尚無檢驗單位全面以 Caldera 

Health技術取代 PSA檢驗。 

目前 Caldera Health 使用的 NGS機器為美國廠商 illumina的產品，而

樣本分析的軟體則是與其他醫療生技專門之系統公司合作，依照 Caldera 

Health分析演算法之客製化系統。 

Caldera Health 在商業化之發展策略上，希望透過與國際級檢測公司

合作，使 Caldera 技術成為第一個進入精確前列腺檢測市場之公司。未

來也將利用這個技術思考應用於其他癌症(如乳癌)檢測上。然目前首要工

作為提高既有技術的有效度，因此也很希望能夠透過臺灣市場驗證其產品

於不同人種樣本上的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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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dera Health 提議與臺灣可能之合作機會包含：○1與臨床實驗機構

進行合作：利用 Caldera技術檢測應用於臺灣前列腺癌人口之可行性

(Taiwanese prostate biopsy samples)，合作對象將以醫院為主、○2與

研究機構或企業合作─包含 Microfluidic-data analysis-Nove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systems方面等技術交流與探討、○3尋求

Development partner─希望擴展 NGS之跨國性之分子檢測公司或尋求提

高前列腺癌檢測之製藥公司、○4尋求提供資金夥伴 。 

表 13 Caldera Health 參訪情形 

 

林次長奏延（後排右一）與總經理 Mr. 

Graham Watt 交換名片 

 

研發總監 Dr. Keith Hudson介紹

Caldera Health研究項目及與臺灣可

能合作模式 

 

資深研究員 Dr. Kristen Chalmet向林

次長奏延講解 NGS技術及 illumina基

因序列儀器 

 
林次長奏延與研究員於實驗室合影 

 

林次長奏延贈送禮物予總經理 Mr. 

Watt及研發總監 Mr. Hudson 

 

 (Caldera Health、衛生福利部、臺灣

野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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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olpara 

1. 背景概要 

Volpara產品主要有下列四項：○1 VolparaDensity─藉由精確檢測乳房

緻密度來協助判估女性之乳房緻密度，以提早發現是否有罹患乳癌之風險、

○2 VolparaAnalytics─藉由交叉比對各式數據與檢測結果(人口基礎統計

資料、乳房攝影檢測資料)後進行量化分析，建置基礎乳房資料庫強化乳

癌預防醫療、○3 VolparaDoseRT─針對擴充 VolparaDensity功能所製作之

模組，其可經由計算使用者之乳房緻密度，計算出適合該使用者之 X光放

射線強度，以及適合之乳房檢測壓縮強度，以提高使用者接受乳房檢測之

服務品質、以及○4 VolparaResearch─用以量化分析乳房攝影結果之軟體，

可自動將乳房攝影結果各項指標量化為一般電腦環境可使用分析之數據

(如 excel)，以利研究單位進行後續研究分析。 

2. 參訪摘要 

在威靈頓的總部內有 R&D人員負責技術研發，資訊人員負責產品的系統

研發；而在英國牛津亦有 R&D的合作單位。目前在全球 31地有產品上線

運作中，而 Volpara 的客戶有 90%為美國的機構；然而挪威、荷蘭、英國

等歐洲國家皆有針對乳癌的全國性篩檢計畫，因此預期未來仍有很大的成

長空間。 

Volpara各類產品 VolparaDensity可以有效降低受試者於乳房攝影時

的疼痛感，同時精準的乳房密度測量亦可提高乳癌篩檢醫療資源的使用效

率；VolparaDose 可以依據受試者的乳房密度和身體狀況調整適合的放射

劑量，減輕受試者對於乳房攝影放射劑量的疑慮；VolparaAnalytics 則

可以透過數據的蒐集及分析，了解各檢測院所的乳癌篩檢效率及使用狀

況。 

Volpara目前和台北三總的張醫師、高雄榮總的楊醫師、彰化基督教醫

院的胡醫師有合作關係或洽談，在臺灣亦有代理商。對臺灣的乳癌篩檢市

場有極高興趣，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參訪於臺灣有更具規模的推廣應用，

以建立 Volpara 的亞洲女性乳癌篩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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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Volpara參訪情形 

 

劉專委玉菁與 Volpara 技術業務經理
Mr. Paul Clancy 交換名片 

 

Volpara技術業務經理 Mr. Clancy解說
Volpara產品檢測技術 

 

雙方針對乳房攝影意見交流 

 

Volpara辦公室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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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說明會辦理情形 

本次於 Melbourne 及 Auckland 各舉辦一場說明會，邀請澳洲與紐西蘭醫

療及健康產業相關業者共約 30家（兩場各約 15家業者）參與，當日議程

如表 15。 

(一)Melbourne 說明會： 

本次澳洲說明會共計有 18間公司/機構參加，大部分與會者對於研發資金取

得、臺灣政府具體產業發展方向及在臺進行臨床試驗之具體優勢等議題特別

感到興趣，相關提問及回答彙整如表 16。 

表 15 Melbourne 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15:00－15:10 
主辦機關開場致詞 

衛生福利部 林奏延次長 
英文致詞 

15:10－15:20 
演講：澳洲醫療生技產業介紹 

BioMelbourne Network   Dr. Krystal Evans 
英文演講 

15:20－15:50 
演講：臺灣醫療生技產業的國際合作介紹 

NRI 臺灣 簡書敏顧問師 
英文演講 

15:50－16:15 
各機關簡介(各 1至 2分鐘) 

 各與會機關人員 
英文進行 

16:15－16:30 Q&A 英文進行 

16:30－17:00 會後交流 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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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Melbourne說明會 Q&A彙整 

參與者提問 衛生福利部答覆 

目前臺灣政府在生技製藥與

醫材之推動上，主要想研究發

展之具體領域或技術為何。 

目前對於醫療生技產業的推動重點為

鼓勵創新及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並無

特定領域或技術的要求，任何形式的國

際合作都保持鼓勵的態度，希望增進臺

灣產業與國際業者的交流學習。 

是否可提供有意願將其研發

產品或技術商品化之臺灣廠

商。 

醫療生技產業的範圍廣泛，政府持鼓勵

態度，因此建議各機構提供詳細研發成

果或技術以及合作需求，以利後續發掘

合適臺灣廠商媒合機會。 

臺灣政府對於研發新產品的

相關補助限制為何。 

目前臺灣提供國發基金針對生技醫藥

產業有重點項目的經費補助，若研發之

新產品符合重點項目，則較易獲得補

助。另外，補助對象必須要是臺灣註冊

公司，建議可以以合夥方式或是直接設

立臺灣分公司方式申請。 

臺灣是否有具備特定疫苗製

造能力的廠商。 

目前臺灣已有大型疫苗製造商，在人體

疫苗的製造上已具備相當的技術與能

力，建議可提供明確疫苗製造需求，以

利後續發掘合適臺灣廠商媒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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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Melbourne說明會執行情形 

 

衛生福利部林次長奏延進行開場致詞 

 

BioMelbourne Network CEO Dr. 

Krystal Evans 進行澳洲醫藥生技產業

介紹引言 

 
 臺灣野村總研簡書敏顧問師簡報情形 

  

現場與會人員聆聽簡報情形 

 

各機構與會人員進行任職機構簡介 

  

與會人員與衛生福利部及臺灣野村代
表進行 Q&A情形，互動熱絡 

 

 BioMelbourne Network CEO Dr. Evans
贈送禮物予衛福部林次長奏延 

 

與會人員與衛生福利部及臺灣野村代
表進行會後意見交流情形，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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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uckland 說明會 

本次紐西蘭說明會共計有 15間公司/機構參加，大部分與會者積極詢問政府

研發資金取得方式與資格限制、以及可協助商品化或有意出資購買技術之合

作對象情報，相關提問及回答如表 19。 

表 18 Auckland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15:00－15:10 主辦機關開場致詞(衛生福利部 林奏延次長) 英文致詞 

15:10－15:20 

協辦機關開場致詞(Medical Technology 

A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Mr. Mike 

Munley) 

英文致詞 

15:20－15:50 
演講：臺灣醫療生技產業的國際合作介紹(NRI

臺灣 簡書敏顧問師) 
英文演講 

15:50－16:15 各機關簡介(各 1至 2分鐘)(各與會機關人員) 英文進行 

16:15－16:30 Q&A 英文進行 

16:30－17:00 會後交流 英文進行 

 

表 19  Auckland說明會 Q&A彙整 

參與者提問 衛生福利部答覆 

是否可提供有意願將其研發

產品或技術商品化之臺灣廠

商。 

醫療生技產業的範圍廣泛，政府持鼓勵態

度，因此建議各機構提供詳細研發成果或

技術以及合作需求，以利後續發掘合適臺

灣廠商媒合機會。 

臺灣政府對於研發新產品的

相關補助限制為何。 

目前臺灣提供國發基金針對生技醫藥產

業有重點項目的經費補助，若研發之新產

品符合重點項目，則較易獲得補助。另

外，補助對象必須要是臺灣註冊公司，建

議可以以合夥方式或是直接設立臺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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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方式申請。 

臺灣機構除了非關鍵硬體元

件的供給之外，還能夠提供哪

些面向的合作。 

請對此問題有興趣之業者於會後提供聯

絡資料並敘明有興趣合作之面向與方

式，後續本部回台後將會一一檢視該些需

求條件，並遴選合適廠商後，請其提供可

能合作之模式選項。 

 

表 20  Auckland說明會執行情形 

 

林次長奏延進行開場致詞 

 

 MTANZ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Mr Mike Munley進行紐西蘭

健康產業介紹引言 

 
臺灣野村總研簡書敏顧問師簡報情形 

 

現場與會人員聆聽簡報情形 

 
各機構與會人員進行任職機構簡介 

 

與會人員與衛生福利部及臺灣野村代

表進行 Q&A情形，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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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為推升台灣的經濟動能，行政院將生物科技及醫療照護（國際健康產業）列為

國家六大新興產業，期待透過資源投入及產業扶植等積極作為，相關產業得以蓬

勃發展，創造下一波產業契機及經濟成長奇蹟。 

本次透過參訪紐澳製藥與醫材業者，觀察到澳洲政府對於生技產業 R&D全力

支持，投與相當多的資源，因此研發成果豐碩，但業者在商品化的過程，遭遇資

金不足的問題，希望能有臺灣政府或公司的資金挹住，完成商品上市，臺灣方面

則取得專利，創造雙贏。紐西蘭為農業大國，現階段在健康相關的生物科技產業

發展程度不若澳洲，但部分研發成果仍有在臺灣找尋合作企業生產的可行性。在

與業者交流及說明會 Q&A，業者普遍對於臺灣與大陸簽署兩岸衛生協議，就臨床

試驗結果可以相互採認，加速在大陸取得許可，展現出高度興趣，也認為是考慮

與臺灣合作研發新醫材、新藥一大誘因。 

一、 心得 

   紐澳在推動健康產業的研發上，特別是產業 R&D補助與產學合作機制上有幾

項優點可做為臺灣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在醫院經營上，能夠根據患者特性與需

求打造友善且具特色的就醫環境，可供臺灣各大醫院學習與借鏡。此外，紐西蘭

PHARMAC控管藥價之手段及其面對民眾質疑聲浪時的應對策略與手段，亦可作為

臺灣健保未來推行類似政策時之參考。上述各項心得詳述如下： 

1．鎖定特殊核心產業，大量投注資金持續鼓勵研究開發：由於紐澳本身國內

市場有限，故也面臨與臺灣市場一樣，國內一般性之醫藥與醫材市場多被

跨國大廠所佔有。惟紐澳國內廠商，仍能在睡眠呼吸障礙、電子耳、醫療

資源配置軟體等較特殊之領域取得大幅度的技術領先，其原因就在於該些

公司不吝投資技術研發於特殊需求市場的思維。例如 Cochlear，除了公司

本身之研發中心外，另於 Macquarie大學院區設立 hearing hub，全力資

助聽力障礙相關之研究，持續不斷供給 Cochlear 第一手研究成果，使其

於電子耳之製造能持續領先其他競爭者。另外像 ResMed，亦挹注大筆資金

供雪梨大學進行各種睡眠呼吸障礙相關之研究，包括罹患睡眠呼吸障礙風

險判定之技術等，使其特別在治療睡眠呼吸障礙器械上，能持續與國際大

廠 Philips競爭。  

2．技術研發與商品化之完整配套制度：本次所參訪的雪梨大學，藉由設立專

門將研究成果商品化組織—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Partnerships，有效率地將學校各項研發技術授權予民間廠商，而使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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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在充分獲利之餘，願意再捐獻更多資金予學校進行研發，達成技術研

發之正向循環，亦間接提升國家科學技術研發實力，促進更多周邊產業之

發展。另外政府在研發補助上，採行補助予有能力自行籌措初期研發資金

者之措施，藉由市場對於技術可販售性之敏銳嗅覺，讓政府補助研發之資

金可以做最有效之投資。 

3．協助大學研擬相關配套機制，增進產學合作意願與效率：本次參訪之諸多

民間業者，諸如前述提及之 Cochlear以及 Sirtex、Optima等企業，平時

與大學即有密切交流與資金投資，以確保最新技術之取得。以 Cochlear

為例，Cochlear 廠房所在之土地為 Macquarie 大學之校地，校方提供校地

給予Cochlear，由Cochlear依自身建廠需求建造廠房後售予校方再租回。

其與 Macquarie 大學間此種合作關係，除確保本身接近研究單位之區位優

勢外，也可使公司之資金運用更具彈性。另外 Cochlear每年也直接提供

Macquarie大學生物工程學系學生實習機會，許多學生也因此於畢業後選

擇於 Cochlear就業，促成良好的產學相長模式。 

4．病人優先，友善且具特色就醫環境之營造：本次參訪對象之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與 Sydney Children's Hospital 兩所兒童醫院，皆

不遺餘力地打造降低兒童就醫恐懼之環境。如雪梨兒童醫院，特地設置一

間禁止醫護人員進入之兒童遊戲室，減輕住院兒童因長期醫療而累積之恐

懼與壓力。至於墨爾本皇家兒童醫院，則充分運用鄰近墨爾本動物園的地

利之便，在院內設置水族館與狐獴養殖場，使到院接受治療的兒童能因接

觸動物，抒緩精神緊張。 

5． 充分運用公權力與溝通手段之藥價控管方式：PHARMAC採用多種手段管

控國內藥價，包括一定期間之藥物獨賣權，致使藥商願意以售價 1 折左右

之價格出售，使紐西蘭國民以低價即可購買政府指定藥物。而國民對於低

價學名藥之療效雖有疑慮，但 PHARMAC透過與醫院醫師合作及政府宣傳手

法，持續讓民眾了解 PHARMAC 所補助學名藥與一般專利藥藥效並無明顯差

異，藉此讓國民持續支持紐西蘭國內的藥價控管環境，而紐西蘭國民也的

確對於 PHARMAC 控管藥價的手段給予很高的社會支持。 

二、 建議 

藉由本次參訪，可分別由政策面、產業面、制度面思考，給予國內相關產

業發展政策與制度給予建議，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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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確化重點產品領域，集中給予教育研發補助 

由於臺灣與紐澳相似，皆受制於國內市場有限之因素，致使較大眾化之藥品

與醫材領域上，本土廠商不易扶植，故應借鏡紐澳之發展策略，由政府選定

幾個臺灣已具一定發展基礎的特殊領域後，擬定適當之研發補助政策，以使

政府資金可集中於個別領域，使政府資金之效能得以最大化，並可參考澳洲

政府，補助予有能力自行籌措初期研發資金者之作法，藉由市場對於技術可

販售性之敏銳嗅覺，讓政府補助研發之資金可以達到效益。同時，選定幾個

具研發實力之大專院校，挹注資金於選定領域研究人才之培養，使產學得以

相輔相長，確保技術持續之優勢與人才之供給。 

2.建立持續追蹤國外企業及機構研發成果之機制 

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臺灣以電子科技業為產業核心，轉型至生技健康產業是

近十年的事，隨著這二年的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布局規劃，不論是企業參訪交

流或是辦理招商說明會，對於國外廠商關係建立及商情收集均有斬獲，因此

如能有專責單位持續追蹤具與臺廠合作潛力之國外廠商，或建立國外廠商資

料庫，讓民間企業得以充分掌握國外廠商之技術、產品或製程需求，拓展與

國外廠商合作之機會與可能性，基於臺灣中小企業的活力與積極開拓市場的

企圖心，相信企業會找出發展的產品與市場，讓臺灣生技健康產業全面起

飛。 

(二)產業面 

仿效高科技業產學合作模式，強化健康產業之產學合作機制 

臺灣目前在高科技業雖已有成熟的產學合作模式，但在健康產業上仍不夠成

熟，特別是相較於紐澳之狀況後，目前國內大專院校雖有接獲民間企業提供

生物科技研究資金之案例，但專職製藥與醫材之廠商於校園內投資設立特殊

研究設施之狀況仍未發生。既然國內在高科技產業上已有完善之產學合作機

制，在生技製藥業上亦可發展順應其研發期長、審查程序繁複之特性設計專

屬之獎勵合作機制；而在醫材業上，應要強化工科學生與醫學院間之交流機

制，以確實產出能符合目前醫院實際需求之技術。像雪梨大學內部之研究室，

即以專案專件形式，開放給不同背景領域之學生參加，以確實研發出能符合

病患及市場需求之醫材。 

(三)制度面 

積極落實兩岸衛生協議，擴大臺灣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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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參訪過程中，多家廠商關心臺灣與大陸所簽署的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

作協議有關在臺灣及大陸特定的醫院執行臨床試驗，其結果會由雙方認可，

進而加速取得藥品或醫材在大陸的許可，是否已有成果，也有廠商關心 ECFA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簽署，對於來臺設廠所製造之藥品或醫材，

銷售至大陸，是否有稅賦的優惠，畢竟對廠商而言，大陸是更大的市場，是

廠商更想突破及進入的市場，如果能透過協議的落實，吸引國外廠商來臺投

資新藥、新醫材的研發與製造，將有助於臺灣醫藥健康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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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一、  【臺灣國際健康產業概況與優勢】簡報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二、 【Sirtex】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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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ydney University】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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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aldera Health】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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