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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強化臺日再生醫學領域的發展與交流，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籌組「2017

再生醫學訪日團」於 106 年 10 月 9 日至 14 日赴日進行交流，拜會包括理化學研究所

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等日本再生

醫學研究尖端機構，以及理化學研究所高橋政代教授、京都大學江藤浩之教授等日本

再生醫學領域重量級大師人物，之後並銜接在橫濱舉辦的國際生技產業展會「BioJapan 

2017」。本部自 106 年度開始推動「產業創新旗艦計畫－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此

次與國內來自政府、學研機構、醫療院所、生醫企業、生技創投顧問公司等不同單位

的先進同行，吸取不同角度觀察見解，是一次相當難得且獲益良多的考察經驗。參訪

所得將作為我國推動再生醫學科研發展的參考，對於未來相關業務的推展有很大的助

益。 

 

關鍵字：再生醫學、再生醫療、細胞醫療、幹細胞、誘導型多功能幹細胞、iPS 細胞、

理化學研究所、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京都大學、大阪大學、BioJap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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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臺灣人口快速老化，相關慢性疾病如神經/關節退化、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併

發症等對國民健康醫療資源影響甚巨。再生醫療是最前沿的新興科技，可針對老化相

關疾病提供直接且有效的治療。我國再生醫學研究隨著國際趨勢發展，許多大專院校

及醫學中心均已設立相關的幹細胞實驗室，此外部份財團法人亦設立了幹細胞保存及

治療產品研究相關設施。因此，國家科技前瞻規劃方向上，若能有效整合上游研究團

隊與中下游潛在的產業能量，國內的再生醫學與幹細胞治療在國際健康產業上將具有

更佳的競爭力，亦可同時帶動我國相關生技醫藥產業與精準醫療產業的發展。 

  近年來日本、美國、南韓等都在再生醫療方面做出了新嘗試；日本在京都大學中

山伸彌教授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之後，於誘導型多功能幹細胞（iPS 細胞）研究方面

投注大量資源，居全球領先地位。日本政府透過部會間的橫向合作，自基礎研究到臨

床試驗，對於相關大學及研究機構進行策略性的補助，以支援臨床研究或是利用 iPS

細胞進行新藥研究等，這些均可望加速再生醫學的實用化。 

  為學習日本經驗，促進臺灣再生醫學的發展，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

與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在經濟部的指導下，於 106 年 9 月 19 日假財團

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國際會議廳，舉行「2017 臺日生技醫藥研討會–再生醫學」，

齊集臺日一流產、官、學、研專家進行再生醫學相關議題的探討，現場有 300 多位臺

日相關產業專業人士參與盛會。延續此研討會的豐盛交流成果，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

技交流委員會進一步籌組「2017 再生醫學訪日團」（即本訪團），於 10 月 9 日至 14 日

赴日進行交流，拜會日本再生醫學研究尖端機構，包括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

研究中心、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等，之後並可銜接在橫濱舉

辦的國際生技產業展會「BioJapan 2017 / Regenerative Medicine Japan 2017」。 

  「2017 再生醫學訪日團」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玥女

士親自率團，成員包括產、官、學、研各界人士一行 25 人。本部由生科司陳昭蓉副司

長率張友琪副研究員與行，期能吸取日本經驗強化我國再生醫學科技發展的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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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員名單 

成 

員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產  業  類  別 

1 

團 

長 

何美玥  

Ho,   
Mei‐Yueh 

主任委員 

國策顧問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科技交流委員會 

總統府 

主辦單位 

2 

陳昭蓉  

Chen,   
Chao‐Jung 

副司長 
科技部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政府單位 

3 

 

張友琪  

Chang,   
Yo‐Chi 

副研究員 
科技部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政府單位 

4 

林紫嵐  

Lin,   
Suzan 

組長 

經濟部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 

推動小組 

政府單位 

5 

 

林君翰  

Lin,   
Jiun‐Han 

研究員 
經濟部 

技術處生醫材化科 
政府單位 

6 

陳耀昌  

Chen,   
Yao‐Chang 

名譽教授/ 

理事長 

臺大醫學院/ 

臺灣細胞醫療學會 

學術單位 

(幹細胞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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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產  業  類  別 

7 

游正博  

Yu, John   
Cheng‐Po 

特聘講座 

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暨 

長庚大學/ 

幹細胞與轉譯癌症 

研究所 

醫療院所及學術單位 

(研發生技相關的專利與

產品，目前為科技部大

型價創計劃的 co‐PI。也

是長庚系統 iPSC 

consortium 負責人) 

8 

邱士華  

Chiou,   
Shih‐Hwa 

主任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療院所 

(iPSC 於眼科之研究) 

9 

 

林美雪  

Lin,    
Mei‐Shey 

執行長/ 

董事合夥人

上傑洋創投 

管理顧問公司 

醫療器材及 

相關生醫技術 

10 

 

黃昭媛  

Huang,   
Chao‐Yua 

副總經理 
台安生物科技 

(股)公司 

創投顧問 

(生技投資) 

11 

曾榮燴  

Tzeng,   
Rong‐Huey 

負責人 
騰達行企業 

(股)公司 

代理及經銷生命科學研

究領域的產品 

12 

吳千惠  

Wu,   
Chien‐Huei 

副總經理 
騰達行企業 

(股)公司 

代理及經銷生命科學研

究領域的產品 

13 

 

曾弘彬  

Tseng,   
Hung‐Pin 

董事長兼 

總經理 

瑞林生物科技 

(股)公司 

次世代定序(NGS)相關產

品、IVD 相關產品、生殖

醫學管理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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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產  業  類  別 

14 

賴博雄  

Lai,   
Por‐Hsiung 

創辦人 
克魯斯健康科技 

(股)公司 

Digital Health, 
Healthcare Service, 
Biomedical 
Innovation(Innovative 
telehealth/telecare 
services; Personalized 
medici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 

15 

 

顏平和  

Yen,   
Pin‐Ho 

顧問 
101AHS 國際植髮 

集團 

醫療服務業(植髮業務，

擬增加幹細胞癌症醫療

研究及服務) 

16 

 

詹俊雄  

Chang,   
Chun‐Hsiung 

總經理 
臺灣克萊瑪克斯 

有限公司 

經銷代理商(主要產品是

潤滑油批發、保健食品

原物料商引介；主要以

日 本 為 主 ， 包 含 保 養

品 、 保 健 食 品 及 原 物

料、生技產業等相關產

品) 

17 

蔡孝瑋  

Tsai,   
Hsiao‐Wei 

組長 
台塑集團總管理處 

醫學事業發展中心 

生技業 (整合集團內資

源，含長庚醫療體系、

長庚大學、長庚科大、

明志科大等研發及臨床

能量，以及企業內相關

營運的公司資源，共同

發展生技藍圖) 

18 

呂陸宜  

Lu,   
Lu‐Yi 

工程師 
台塑集團總管理處 

醫學事業發展中心 

生技業 (整合集團內資

源，含長庚醫療體系、

長庚大學、長庚科大、

明志科大等研發及臨床

能量，以及企業內相關

營運的公司資源，共同

發展生技藍圖) 

19 

 

何智元  

Ho,   
Chih‐Yuan 

經理 
仲恩生醫科技 

(股)公司業務發展部 

生技業‐再生醫學 

(幹細胞治療新藥開發)

20 

 

盧懷恩  

Lu,   
Huai‐En 

研究員 

(財)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

及研究中心 

研究機構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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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產  業  類  別 

21 

工作
人員 

 

蘇顯揚  

Su,   
Hsien‐Yang 

研究員 
(財)中華經濟研究院 

國際經濟所 
執行單位 

22 

工作
人員 

 

洪宜民  

Ko, 
Daniel 

所長 
(財)中華經濟研究院 

東京事務所 
執行單位 

23 

工作
人員 

魏聰哲  

Wei,   
Tsung‐Che 

副研究員 
(財)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三研究所 
執行單位 

24 

工作
人員 

楊純怡  

Yang,   
Kaite 

輔佐 

研究員 

(財)中華經濟研究院 

東京事務所 
執行單位 

25 

工作
人員 

石井千惠  

Ishii,   
Chie 

助理 
(財)中華經濟研究院 

東京事務所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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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內        容 

10/09 

一 

出發 
建議 11:30 前 

到機場 

臺灣桃園機場→大阪關西機場 
(長榮 BR-130，13:35-17:15） 
 
☆ 團員自行前往「臺灣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長榮櫃台劃位及登機 

☆ 抵達日本關西機場後，請於「海關出口處」集合， 
本團駐日接機人員，將在此等候團員 

午後 
搭乘接機巴士．移動 

前往 神戸三宮東急 REI 飯店．Check in 

19:30-21:00 
★行前説明餐會（團員自付） 
地點：ごはんや一芯 神戸 
（每人￥5,000，飲料無限） 

10/10 

二 

09:30 集合．出發 

10:00-11:30 

 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CDB)－ 
高橋政代研究室 

時  間 內  容 

10:00-10:05 抵達、移動 D 棟 2 樓會議室 

10:05-10:35
致詞 (濱田博司 中心長) 

理研・CDB 概要說明 (平賀 先生) 

10:35-11:05
網膜再生醫療研究開發計畫概要說明 
(高橋政代 計畫主持人) 

11:05-11:10 D 棟 5 樓移動 

11:10-11:30 參觀高橋研究室 

11:35 結束，C 棟玄關移動 
 

11:40-12:50 
午餐（團員自付） 
地點：SOCO バラエティランチ魚料理 
（每人￥2,100） 

13:00-15:00 

 神戶市醫療產業都市 

時 間 內   容 

13:00-13:45
英語 

神戶市醫療產業都市概要說明
(須田 課長) 

Kobe KIMEC Center Building  
10F 研討室 展望 HALL

13:45-14:00 移動(徒步) 

14:00-15:00
先端醫療振興財團介紹
(川真田 先生) 

4F 研修室（北側） 
 

15:30-17:10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再生・細胞醫藥神戶中心 

時 間 內    容 

-15:30 抵達（先端醫療中心正門口） 

15:30-15:40 致詞、交換名片 

15:40-16:10 公司介紹及再生醫療概要說明 

16:10-17:10 參觀設施 
 

宿 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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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    程        內        容 

10/11 

三 

08:40 集合．出發（車程約 60 分鐘） 

10:00-12:30 

 大阪大學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 
紀之岡正博研究室 

時 間 內    容 

10:00-10:10 致詞 

10:10-10:20 來訪目的說明（台方） 

10:20-11:00 研究內容介紹（紀之岡 教授） 

11:00-12:00 研究室導覽 

12:00-12:20 Q&A・綜合討論 

12:20-12:30 結束 
 

12:00-14:30 
午餐（團員自付） 

地點：レストラン ミネルバ（每人￥1,500） 

15:00-17:00 

 大阪大學最先端醫療創新中心(CoMIT) 

時 間 內    容 負責人 地點 

14:45- 
迎接團員至 CoMIT 多
媒體、大廳介紹環境 井上典子  

15:00-15:30 認定再生醫療等委員
會的活動介紹 岡田潔 

1F 
多媒體
大廳 15:30-16:00

革新性新醫療技術的
開發–以再生醫療為中
心− 

名井陽 

參觀（分組進行） 

16:10-16:30

A 組：CoMIT Lab  
(iPS 心臟) 岡田潔 7F 

B 組：CPF 名井陽 醫院 4F 

16:40-17:00
A 組：CPF 名井陽 醫院 4F 

B 組：CoMIT Lab  
(iPS 心臓) 岡田潔 7F 

 

宿 晚餐自理 

10/12 

四 

09:10 集合．出發（車程約 90 分鐘） 

11:00-12:00 

 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臨床應用研究部門 
江藤浩之研究室 

時 間 內    容 

11:00-11:30 研究所概要說明及所內參觀 

11:30-12:00
意見交換時間 
（副所長、教授等人出席） 

 

12:30-13:30 
移動，午餐（團員自付） 

地點：舞坂 本店（本日特餐，每人￥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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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    程        內        容 

10/12 
四 

14:00-15:30 

 京都研究園區(KRP)、京都生物計測中心 

時 間 內    容 

-14:00 抵達 

14:05-15:00
 KRP 概要說明 
 再生醫療支援平台事業介紹 
 意見交換 

15:00-15:30
參觀 KISTIC 京都生物計測中心設
施及實驗室 

場所：KRP 西地区 4 号館 會議室 

宿 前往東京 

10/13 

五 
全天 BioJapan 2017 

10/14 

六 
返台 

東京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長榮 BR-191, 時間 12:4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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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紀要 

 

一、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0 日(二) 10:00-11:30 

(二) 地點：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 

〒650-0047  兵庫県神戸市中央区港島南町 2-2-3 

(三) 網址：http://www.cdb.riken.jp 

(四) 日方出席人員： 

  濱田博司 中心長     高橋政代 計畫主持人 

     

(五) 單位介紹： 

理 化 學 研 究 所 多 細 胞 系 統 形 成 研 究 中 心 （ RIKEN, Center for 

Developmental Biology, CDB）」的前身為「發生・再生科學總合研究中心」，

主要推動「發生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再生醫學」等的獨創性

研究。並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完成研究室・組織重組，

更名為「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強化營運機能後，以「細胞環境應答

研究計畫」、「器官創成研究計畫」、「幹細胞臟器再生研究計畫」、「發

生・數理科學研究計畫」4 項計畫成果為中心展開臨床研究，並設置「網膜

再生醫療研究開發計畫」以期創造出新的醫療技術。2016 年 9 月依據與產

業界的合作制度，另外設置「理研 CDB-大塚製藥合作中心」。 

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所推動的計畫主要針對擔負生命來源的基因

資訊維持機制、伴隨細胞分化與環境變化的基因表觀遺傳學性控制機制、幹

細胞的維持與分化機制等，廣泛地挑戰自細胞級課題乃至於細 胞集團形成

的複雜組織及器官機制等各項重要課題，並進行其整合性理解為研究目標。

再者，謀求生物學與數理、物理科學之間的融合，導入力學模型以及統計學

模型來解析形成複雜身體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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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以其應用自基礎研究所得的知識，探究人類各

種疾病。並且確立幹細胞、組織及器官在試管內形成的技術，創造以再生醫

療為主的新醫療技術。目前，先積極推動網膜再生相關研究，並與醫療機構

合作確立治療法的應用，今後也將挑戰其他難以再生的器官，為社會作出貢

獻。 

(六) 參觀高橋政代研究室/網膜再生醫療研究開發計畫： 

「網膜再生醫療研究開發計畫」計畫主持人-高橋政代研究室，研究目

的是網膜變性疾病的治療開發以及醫療系統的建構。 

網膜被稱之為「approachable part of the brain」，與大腦相比，較單純的

構造以及突起的體表面都易於使用，因此作為中樞神經的模型。近期研究發

現以往被認為受損後不會再生的成體哺乳類的網膜，似乎能在受損時發揮產

出網膜神經細胞的力量。因此，期待成體網膜也具有再次建構神經迴路網的

能力，藉由網膜亦或是細胞移植恢復病患失去的網膜機能是其研究室的研究

目標。 

以臨床應用為目標的網膜再生研究中，確立由各種幹細胞大量取得疾病

治療時所需的視細胞及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的方法，並植入移植細胞、導入再

次建構神經迴路能力等。另外也開發可產出喪失內在性幹細胞的細胞，促進

組織再建構的真正再生方法。 

高橋教授於 2014 年成功完成將病患身體 iPS 細胞製作的視網膜移植，

今年 3 月高橋政代的研究團隊再次成功地完成全球首例 iPS-RPE 的異體移

植，治療老年性黃斑部病變。其研究室與大日本住友製藥企業緊密結合，共

同發展 iPS 細胞相關產業，例：細胞培養處理、細胞製造流程、生產設備等。 

 

 

 

 

 

 

 

 

 

 

圖 1、圖 2：高穚政代教授帶領訪

日團參觀其實驗室，解說培養的

iPS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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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高穚政代教授（右三）、科技交流委員會何美玥主任委員（右

二）、臺大醫學院陳耀昌名譽教授（右一）、科技部生科司陳昭蓉

副司長（左二）、陽明大學邱士華教授（左一）等人合影。 

 

 

二、神戶醫療產業都市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0 日(二) 13:00-15:00 

(二) 地點：神戸市中央区港島南町と港島 

(三) 網址：http://www.kobe-bic.org 

(四) 日方出席人員：須田保之 担当課長、川真田 先生 

(五) 須田課長概要說明 KBIC： 

神戸市在 1995 年 1 月發生阪神大地震，為重建損傷慘重的神戸經濟，

開始推動作為震災復興事業一環的「神戸醫療產業都市構想」。因震災而深

刻體會到「生命寶貴」的神戸，以醫療產業都市為目標，著手打造新產業來

守護全體市民的生命，並期望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 

此計畫也被定位為國家「都市再生計畫」等，以打造「日本最初的生命

科學（健康科學）領域聚落」為目標進行計畫。日本於 1998 年開始在神戸

的人工島「Port Island」整建尖端醫療技術的研究開發據點，藉由產官學合

作，聚集作為 21 世紀成長產業的醫療相關產業。此計畫推動至今歷經 19

年，現今神戸醫療產業都市（KOBE Biomedical Innovation Cluster, KBIC）

已匯聚「先端醫療中心」、「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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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戸臨床研究情報中心（TRI）」、「理化學研究所超級電腦『京』」等

研究機構及設施，並在神戸市的核心醫院－中央市民醫院周圍設立「神戸低

侵襲癌醫療中心」等高度專門醫療醫院。超過 337 家企業及大學等進駐，

成為日本最大的生技醫療聚落。藉由尖端性研究機構及多數的企業、團體的

相互合作，謀求醫藥品、再生醫療、醫療機器等的臨床應用與實用化。 

而代表神戸醫療產業都市的六角形標誌，以 Port Island 的形狀與象徵神

戸地區的六種「神戸力量」設計而成，分別是「都市基礎建設」、「文化」、

「自然」、「人」、「企業」、「行政」。而核心機能則聚焦於轉譯研究，

創業支援及人才培育 3 大主軸。 

 

圖 4：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之建立，旨在整合 21 世紀發展中的醫藥相關產

業。（來源：http://www.kobe-bic.org/about/） 

 

神戸醫療產業都市中有多家大型製藥公司、中小企業以及新創企業等企

業或團體進駐，目前，園區內就業人數達 9,200 人（2017 年 3 月底）並持續

增加中。此外，2005 年神戸醫療產業都市的經濟效益為 409 億日圓，5 年間

成長 2.5 倍，2010 年達到 1,041 億日圓，而在 2015 年更增加至 1,532 億日圓，

隨之 2015 年度神戸市的稅收金額也成長至 53 億日圓。 

在 2016 年制定新的「神戸健康科學（生活科學）振興願景」中，以「藉

由深化研究領域來融合 3 項群聚領域（生物群聚領域、醫學群聚領域、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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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領域）」、「藉由增加市民及企業間的關係來充實群聚機能」、「藉由

擴大產業領域與展開區域促進經濟活性化」為概念，積極推動「神戸經濟的

活性化」、「藉由提供最尖端的治療來提升市民的健康、福祉」以及「貢獻

國際社會」。 

 

圖 5：神戸醫療產業都市匯集近 337 家先進的醫學研究機構、高度專業化

的醫療機構、企業和大學（截至 2017 年 6 月），已經發展成為日本最大的

生物醫療聚落。（來源：http://www.kobe-bic.org/about/） 

 

三、大日本住友製藥株式會社－再生  細胞醫療神戶中心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0 日(二) 15:30-17:10 

(二) 地點：〒650-0047 神戸市中央区港島南町 2 丁目 2 番 2 号 

(三) 網址：http://www.ds-pharma.co.jp 

(四) 日方出席人員： 

土田敦之 再生細胞醫藥事業推進室長 

(五) 企業簡介 

設  立 1897 年 5 月 14 日 
（大日本製藥） 

員工人數
3,962 名（企業本體） 
6,746 名（集團旗下企業） 

事業內容 
醫療用醫藥品、食品素材與食品添加物、動物用醫藥品、診斷藥等

的製造及販售 

(六) 土田室長介紹公司及再生醫療概要說明： 

大日本住友製藥株式會社是由大日本製藥（設立於 1897 年）與住友製

藥（設立於 1984 年）在 2005 年 10 月 1 日合併而成。企業理念是「為營造

人們健康且豐裕的生活，以研究開發為基礎，藉由創造新價值來廣泛貢獻社

會」，其中以醫藥品事業為公司的核心事業，再拓展食品素材、食品添加物、

化學製品材料、 動物用醫藥品、診斷藥、研究用材料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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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發上，以精神神經領域（精神分裂症、憂鬱症、阿茲海默症等）與

癌領域為重點研究領域，也挑戰「無治療藥的疾病領域」與「再生・細胞醫

藥領域」新領域上的研發。強化運用 iPS 細胞的研究及創投／企業、大學研

究機構間的共同研究。致力於以最尖端科技創出革新性治療藥物。另外，集

團企業整備了如圖 6 的研發體制，以持續創出革新性新藥。並鎖定全球市場，

不僅擴大北美市場的版圖，也持續強化在中國、亞洲市場的事業。 

大日本住友製藥株式會社在 2014 年 4 月，於神戶醫療產業都市中的先

端醫療中心內設置「神戶再生・細胞醫療中心」，並於 2016 年 11 月更改名

稱為「再生・細胞醫療神戶中心」。在再生・細胞醫藥領域中，致力於運用

iPS 細胞於治療眼疾，以期完成全球第一個 iPS 細胞事業化目標，並與理研

的高橋教授與其他的 Healios 進行共同開發等，強化其措施。除了眼疾之外，

其他事業化計畫包括治療慢性期腦中風、老年性黃斑部病變、帕金森氏症、

網膜色素變性以及脊髓損傷。再生・細胞醫藥研究中，iPS 細胞的應用，使

用自體細胞治療，必須於醫療機構等進行個別的細胞調製等處理，需花費大

量的時間以及成本，但開發同種異體細胞治療不僅能提供多數患者均一性細

胞醫藥品，也可削減時間與成本。大日本住友製藥不只在企業內自行進行研

究，也積極與創投企業及學術機構合作，以最尖端的科技為基礎，運用同種

異體細胞來研發革新性治療藥。 

 

 

 

 

 

 

 

 

 

 
圖

1 
圖 6：大日本住友製藥株式會社之研發體制 

（來源：http://www.ds-pharma.co.jp/r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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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科技交流委員會何美玥主任委員（左五）、科技部生科司陳昭蓉副司

長（左四）、臺大醫學院陳耀昌名譽教授（右四）等人合影於先端醫療中心

大廳。 

 

 

四、大阪大學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1 日(三) 10:00-12:30 

(二) 地點：〒565-0871  大阪府吹田市山田丘 2-1（吹田キャンパス工學研究棟

C2 棟 3F） 

(三) 網址：www.bio.eng.osaka-u.ac.jp/ps/indexj.html 

(四) 日方出席人員：紀之岡正博 教授 

 

 

 

 

 

 

(五) 單位介紹： 

大阪大學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設立於 2009 年 4 月，是所屬於

大阪大學工學研究科生命先端工學專攻生物工學學程下的研究室之一。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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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學程是結合物理學、化學以及生物學為基礎的學程，是個特殊的工學系

學程。 

此學程係解析各種生命現象機制，並將該機制應用於工學方面，進行學

術性與尖端技術的教育與研究為使命。例如，探索食品、飼料、醫藥品、農

藥等有用物質與確立生產理論，開發新生物機能及環境淨化系統等，目標利

用生命科學來幫助人類生活，因此從微生物至動植物，以廣泛的生物為對

象，進行研究。並且在達成此目標的同時，在遺傳學、生化學、分子生物學、

細胞工學、蛋白質工學及生物化學工學等領域中，進行尖端技術相關研究與

教育，廣泛培育人才回饋於社會。 

(六) 紀之岡正博教授簡介其研究計畫，並參觀其實驗室：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在紀之岡正博教授的帶領下，以解明（科

學 Science）一連串生物性活動（生物程序 BioProcess）及其反應系統

（Systems），並使用生物的力量將人類活動（生活、產業活動的維持）導

向幸福（工程 Engineering）為目標進行研究。 

該研究室以再生醫學、組織工學為主要研究領域，建立細胞・組織製品

製造相關技術，在新藥領域中建構藥物篩選系統，並進行活用細胞・組織的

技術的確立。於應用拓展方面，從生物化學工學立場來看，有異於過往的醫

藥品製造過程，再生醫療產品的生產過程，是以培養為中心確保細胞・組織

製品的品質管理手法。 

另外，在產業化活動方面，以 Bio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 的觀點為

出發點，實踐「創造事物」本質的三要素（培養人才、生產製造、訂定規則），

並藉由產官學合作，促進與細胞製造相關的新產業領域（包括細胞治療、再

生醫療、生物檢定法、創藥等的細胞製造業等）興盛。紀之岡教授在其研究

室中，結合了 10 家的日本企業，希望能包括 iPS 細胞產品的製程、自動化，

而且制定再生醫療產品製造 GMP 準則，讓 PMDA 能在法規制定時能有學術

與實務結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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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大阪大學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之研究內容介紹 

（來源：http://www.bio.eng.osaka-u.ac.jp/ps/researchtop.html） 

 

 

五、大阪大學最先端醫療創新中心（CoMIT）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3 日(三) 14:45-17:00 

(二) 地點：〒565-0871  大阪府吹田市山田丘 2-2 

(三) 網址：http://www.comit.med.osaka-u.ac.jp/ 

(四) 日方出席人員： 

岡田潔 教授、名井陽 教授、井上典子 助教 

圖 8：大阪大學 BioProcess Systems 工學研究室之機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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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岡田潔和名井陽教授簡介 CoMIT 再生醫療委員會及革新性新醫療技術開

發： 

最先端醫療創新中心（CoMIT）設置於大阪大學醫學系研究科下，2014

年 4 月運用經濟產業省「2010 年度先端技術實證・評價設備整備費等補助

金（「技術搭橋」據點設施等整建事業）」所成立。CoMIT 作 為一產官學

合作的研究開發據點，鄰接大阪大學醫學部以及醫學部附屬醫院，因此在基

礎研究、臨床應 用方面都具有環境優勢，可發揮從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研

究成果之實證研究（以人類為對象的臨床研究） 至醫療實用化的無縫接軌

功能。 

CoMIT 所在的大樓與大阪大學醫學部、醫學部附屬醫院、本部事務機

構共構，可謂是統合先進醫療開發相關研究及教育實踐的複合設施。設施內

6F 至 9F 為研究開發部門，其中參與產學合作的計畫共 29 件，企業參與數

超過 26 家。共通基盤部門則是由 5F 技術支援領域（共同利用機器室）以及

B1F 動物實驗領域（中大動物實驗設施）所構成，主要進行中心計畫與醫學

相關研究科整體性的技術支援。6F 的研究支援部門，設置廣宣戰略班、計

畫推進班、法規戰略班、國際醫療交流班、智慧財產戰略班、產官學・異領

域合作班，以建構基礎研究至實用化階段的無縫接軌體制。 

研究開發部門分為 4 個單位，免疫新藥單位以研究免疫相關疾病、炎症

性疾病整體共通的關鍵分子為標的物，進行新藥探索等，並以新概念為基礎

建構計畫。再生單位則進行使用 iPS 細胞的再生治療法開發計畫，藉由介紹

瞭解在大阪大學醫學部，主要聚焦於心臟方面 iPS 細胞的應用，藉由參與生

體內幹細胞活化的新藥探索計畫及加速多領域再生醫療實現化的產業化基

盤技術研究計畫等，以穩定、普及再生醫療為目標。免疫再生融合單位則以

大阪大學的研究發現成果為基礎，結合免疫系統與再生系統的研究基盤，以

完整修復組織損傷的研究計畫為中心進行研究。新融合領域單位則是不侷限

於免疫系統與再生系統等，透過跨領域、跨科際合作導向，針對開發新醫療

技術及治療法推動異領域融合型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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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CoMIT 大樓與大阪大學醫學部、大阪大學醫院及大阪府內部辦公

室共構，為一統合先進醫療開發相關研究及教育實踐之複合設施。 

（來源：http://www.comit.med.osaka-u.ac.jp/jp/about/building.html） 

 

CoMIT 內的研究成果中，以免疫相關、再生相關及結合此兩項領域的

研究為主，集結來自企業、大學、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打造可促進跨研究室、

跨計畫的環境，可使多方面研究成果與技術加以結合，並期待其成果迅速進

展至臨床應用，邁向實用化。CoMIT 肩負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研究的搭橋功

能，並為促進研究種子的創出、育成、實證研究、實用化・事業化的產學合

作研究開發據點，以加速促成革新性研究種子實用化為目標。 

 

 

圖 11：會後參觀 CoMIT 實驗室，及有關澤芳樹教授 iPS 細胞分化之心肌細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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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臨床應用研究部門 

(一) 拜會時間：2017 年 10 月 12 日(四) 11:00-12:00 

(二) 地點：京都市左京区聖護院川原町 53 

(三) 網址：https://www.cira.kyoto-u.ac.jp/ 

(四) 日方出席人員：江藤浩之 副所長 

 

(五) 單位介紹： 

成員數 291 人（2017 年 3 月 1 日） 
*含兼任、派遣、共同研究員等 

研究執行預算 
80.76 億日圓 

（2016 年度） 

至 2030 年 
目標 

 普及以 iPS 細胞庫存為主的再生醫療 
 應用 iPS 細胞實現個別化醫藥以及罕見疾病的創藥 
 開拓運用 iPS 細胞的新生命科學以及醫療 
 整建日本最高水準的研究支援體制以及研究環境 

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CiRA）的前身為「iPS 細胞研究中心」，經

過改組後於 2010 年 4 月 1 日更改為現名。CiRA 的所長就是於 2012 年獲得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中山伸彌教授，2016 年度研究執行預算總計共 80.76

億日圓，其中約有 84%是來自產學合作等的研究費用。於 iPS 細胞醫療應

用方面，針對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等多項疾病推動臨床研究等，並與神戶市

立醫療中心中央市民醫院、大阪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理化學研究所

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等 4 個機構締結以實施「針對滲出型老年性黃斑部

病變之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移植相關臨床研究」為目的之協議，進行 iPS 細胞

的樹立、評價與提供。並且為提供有品質保證的 iPS 細胞，推動製造再生

醫療用 iPS 細胞庫存計畫。 

CiRA 的研究部門有未來生命科學開拓部門、增殖分化機構研究部門、

臨床應用研究部門、基盤技術研究部門、上廣倫理研究部門等五大部門，

進行 iPS 細胞的基礎至應用一貫的實用化研究。未來生命科學開拓部門負

責活用 iPS 細胞技術工具，以分子細胞開拓新生命科學領域進行研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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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分化機構研究部門則利用病患所提供的細胞製作 iPS 細胞，再分化至患

部細胞探究疾病生成原因及機制，並進行新藥與治療法之開發。臨床應用

研究部門，確立 iPS 細胞可分化成各種細胞的誘導方法，並評估細胞移植

治療法的效果以及安全性。基盤技術研究部門，製作臨床研究用 iPS 細胞

以及 臨床應用上必要的法規整備之研究，並推進 iPS 細胞品質保證與支援

其他研究部門的共通基盤技術之開發。上廣倫理研究部門則是整理 iPS 細

胞在臨床應用方面的倫理面、法規面、社會面課題，檢討其應對方法，並

將其成果資訊公開。 

(六) 江藤教授簡報介紹 CiRA 及帶領參觀所內設備： 

多細胞生物是藉由不對稱性分裂產生，並產生多樣的細胞形成個體。

造血幹細胞及各種血液母細胞應該也是藉由不對稱性分裂產出多種血液細

胞。為維持幹細胞系統必須自我複製與分化，而可以同時達成這兩者機制

的即是不對稱性自我複製分裂。為持續探究此類分子機制，江藤教授研究

室從人類多能性幹細胞中有效率地的確立血小板與造血幹細胞等的各種血

液細胞誘導技術，並推動不依賴捐血的輸血系統，以及基因治療為目標的

基礎研究、技術改良。 

 

 

 

 

 

 

 

 

 

 
圖 12：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江藤浩之副所長簡報介紹 CiRA 

CiRA 以再生醫療實現化為目標，進行可對應各種患者 iPS 細胞的 iPS

細胞庫計畫。臨床應用研究部門不侷限於 iPS 細胞，以建構 iPS 細胞為來源，

可提供大量且具一定品質的血小板及紅血球的血液銀行系統為目標。為此，

需解析、應用以往遺傳資訊網絡以外的表觀基因組資訊，解明特定細胞系譜

在人類多能性幹細胞產出以及維持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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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江藤浩之教授之研究內容介紹 

（來源：http://www.cira.kyoto-u.ac.jp/eto/en/research/） 

 

七、京都研究園區、京都生物計測中心 

(一) 日期時間：2017 年 10 月 12 日(四) 14:00-15:30 

(二) 地點：〒600-8813 京都市下京区中堂寺南町 134 番地 

(三) 網址：http://www.krp.co.jp/ 

(四) 日方出席人員： 村中伸滋 博士 

(五) 園區介紹： 

設  立 1989 年 10 月 1 日 員工人數 85 名（2017 年 4 月現在）

資本額 1 億日圓（由大阪瓦斯集團 大阪瓦斯都市開發（股）100%出資） 

事業内容 研究園區之開發、營運 

京都研究園區（Kyoto Research Park，簡稱 KRP）為日本首座由民間-

大阪瓦斯集團大阪瓦斯都市開發（股）經營的研究園區，總面積達 5.6 公頃。

在京都府、京都市、當地產業界的共同合作下，於 1989 年開始營運。一直

以來 KRP 透過提供創造性 研究開發環境及各種服務，支援欲開拓新領域的

企業，並且在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及活性化的同時，也積極 推動園區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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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國外的研究園區等之交流以及合作，KRP 與本部的各科學園區

亦有密切的交流。 

KRP 除了提供因應各業種企業及研究機構所需設備外，也提供經營、

技術、專利等方面的諮詢及人才培育等各種支援服務。主要事業如，1. 提

供場地：針對個人業者，提供超過 1,000 ㎡的辦公室、實驗研究空間，並可

自由使用接待大廳及討論室等共用空間。另設有會議室、大廳、資料室、停

車場等基礎設施供租借使用。2. 打造培育創造的空間：提供培育人才的服

務，舉辦員工教育訓練、演講、工作討論坊等，支援各種交流會、集團健康

檢查、社團活動等，以實現各面向均完善的工作環境。3. 企業支援：為支

持企業擴展事業目標，提供專職員工及外部專家來進行企業支援。並規劃媒

合活動，提供園區內業者尋找事業夥伴的機會。4. 協助新產業創出：以產

官學合作創出新事業，展開平台活動。現正積極推動「ICT・設計」、「創

想事 業創出」，「電子・能源」、「生命科學」四大領域之活動。也正因

為是民營的園區，更具創意、國際化，今後將持續以「產官學合作據點・新

產業創出據點」，繼續為地區及社會發展帶來貢獻。 

 

 

 

 

 

 

 

 

 

 
圖 14：京都研究園區地圖（來源：http://www.cira.kyoto-u.ac.jp/eto/en/research/） 

 

(六) 京都生物計測中心簡介 

京都生物計測中心（Kyoto Integrated Science & Technology Bio-Analysis 

Center，簡稱 KIST-BIC）位於 KRP 東區內。在京都府、京都市、京都大學、

京都商工會議所共同申請下，作為獨立行政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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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產學官共同研究據點整備事業的一環，富於研究的支援機構，主要活

用從 JST 移轉來的高階研究機器，促進地區創新與活化的產官學合作據點，

以進行「生物計測計畫」為主要目的。KIST-BIC 內備有研究用細胞培養室、

微量分析室、基因實驗室、蛋白質實驗室、代謝成份分析室、4℃實驗室、

微生物培養室以及共同實驗室，另設置事務室、交流室與共通機器室。 

 

 

 

 

 

 

 

 

 

 
圖 15：京都生物計測中心人員簡報介紹中心 

 

 

圖 16：京都生物計測中心主要活用從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移

轉來的高階研究機器以進行「生物計測計畫」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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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BioJapan 2017 展會 

(一) 時間：2017 年 10 月 13 日(五) 10:00-16:00 

(二) 地點：橫濱 Pacifico Yokohama 

(三) 網址：http://www.ics-expo.jp/biojapan/en/index.html 

(四) BioJapan 2017 簡介： 

BioJapan 為亞洲規模最大亦是日本重要的國際生物技術產業展會，主旨

在於促進日本和全球生技醫藥界的互動交流及商業合作。BioJapan 自 1986

年首次舉辦以來參加國家及人數持續成長，今年已邁入第 19 屆，在橫濱的

Pacifico Yokohama 舉辦。估計將有來自 30 個國家、超過 850 家藥物探索、

個別化醫療、再生醫療、診斷・醫療器材、保健、環境・能源、機能性食品、

研究用機械・試藥等領域之企業參與。透過展示會、研討會、夥伴找尋計畫，

加速生技產業的開放式創新。 

去年統計顯示，總共 29 個國家地域計 665 家公司參展，886 家公司參

與 7,228 場次的媒合會議並吸引了總計 15,133 人次進場參觀。主要參加者以

藥品與新藥產業為主、其餘亦包括生物技術，學術研究機構、CRO/CMO 等。

今年大會則規劃 Healthcare，Smart Cell Industry 以及 Digital 等三大新展區，

計有來自 33 個國家地域超過 977 家公司組織進行約 8,000 場的商務對談並

與展期中吸引了 15,711 人次參訪。 

此外，因應日本近年再生醫學的蓬勃發展，本屆的 Regenerative Medicine 

Japan 2017 也如去年一般，與 BioJapan 於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共同舉辦。由

於日本 2014 年 11 月發布最新的再生醫學法規、越來越多的公司蜂擁進入再

生醫學領域。本展會除展示日本國內再生醫學最新研究成果、產品和技術，

並透過展會的媒合系統、國際研討會和商務談判等方式與各國與會者交流。

日本公司對於再生醫療產學的切入不遺餘力，包括前述的大日本住友製藥、

FUJI、FILM、TAKEYA 等，這些公司甚至已組成了協會（Forum for Innovative 

Regenerative Medicine, FIRM），此行在會場與 FIRM 協會也有短暫的交流。 

2017 年日本和全球生技產業的頂尖業務開發、授權、聯盟管理、研發

等專業人員，再次齊聚橫濱，經濟部也組成臺灣代表團赴會，期待能透過本

展會的平台，提升臺灣相關產業之認知度與能見度，促進臺日交流與國際合

作 。 同 時 ， 今 年 也 持 續 與 日 本 製 藥 工 業 協 會 （ Japa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JPMA）推動亞洲新藥研發合作，將針對國內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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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搭建與日本大藥廠的合作平台。讓國內的新藥業者能有機會將研發成果

與日本大藥廠進行商業媒合。 

 

 

 

 

圖 17：BioJapan 2017 展館－位於横濱港未來 21 之 Pacifico Yokohama 

Exhibition Hall。 

 

 

 

 

 

 

 

 

 

 

 

 
 

圖 18：科技部生科司陳昭蓉副司長（右四）、張友琪副研究員（右三）、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胡慶龍副主任（右一）、林紫嵐組長

（左三）及參展同仁合影於經濟部生醫推動小組參展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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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本次訪日為繼今年 9 月在臺灣舉辦的「2017 臺日生技醫藥研討會–再生醫學」後，

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籌劃主辦的後續考察行程。訪日團由科技交流委

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玥女士擔任團長，帶領來自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一行 25 位人士，拜會

日本再生醫學研究尖端機構，及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高橋政代教授、京都大學江藤浩之

教授等日本再生醫學領域重量級大師人物，進一步深化臺日再生醫學領域交流合作。 

  本部自 106 年度開始推動「產業創新旗艦計畫－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以再生

醫學與細胞治療的臨床需求為導向，期能結合本部過去補助相關計畫研發成果，培養

頂尖學術研究團隊及醫療團隊，依發展特色進行上游的科技研發，並藉由法人及園區

的橋接合作，與產業界銜接完成上、中、下游的科技發展，達到國家推動「5X2 產業

創新方案」政策規劃目標。此行對於日本學界、醫界與產業界儼然成形的緊密合作網

絡印象深刻，尤其其合作模式完全由研究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團隊主導，廠商為輔配合

將上中游研發成果具象化並導入下游量產成品化。日本的再生醫學產學合作架構，除

了學研及產業之外，更納入重要的元素「病患」，以病患需求為導向，以病患福祉為優

先，而非以商業獲利為最終目標。 

  今年 9 月有幸參加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行的「2017 臺日生技醫藥研討會–再生醫

學」，聆聽多位日本再生醫學專家，包含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多細胞系統形成研究中心計

畫主持人高橋政代、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總合機構（PMDA）再生醫療等製

品審查部審查專門員國枝章義、京都大學 iPS 細胞研究所副所長江藤浩之，東京女子

醫科大學先端生命醫科學研究所所長清水達也，以及亞洲細胞治療協會主席下坂皓洋

等專家分享再生醫學最新科研成果與發展趨勢，獲益良多。很高興此次能有機會參加

此臺日研討會的後續訪日團，實際參訪日本京阪神鐵三角的再生醫學發展重鎮。 

  參訪過程中，在團長何主委的率領下，充分利用中途往返搭乘遊覽車的交通時間

以及共餐時間，請參訪團成員一一就當日考察行程，或是做背景介紹，或是發表心得

感想，或是就任何與再生醫學相關的自由發想進行分享與交流。團員們來自政府、學

研機構、醫療院所、生醫企業、生技創投顧問公司等不同單位，一一從不同角度切入

觀察並熱烈討論，真是一次相當難得且獲益良多的考察經驗。 

  以下就推動我國再生醫學科研發展提出數點綜合建議： 

一、強化大型科研計畫階段性補助與淘汰機制，整合研究資源： 

日本自 2012 年由京都大學的山中伸彌教授摘下諾貝爾獎桂冠後，即傾全國之力投

入再生醫學研究與產業發展，政府與民間齊心群策群力打造日本為 iPS 細胞再生

醫療科技王國。本次參訪可見日本各產學研單位皆以山中教授的 iPS 細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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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醫界與產業界形成緊密的上中下游網絡，全力推動 iPS 細胞技術走向臨床

及產業應用。日本全方位動員國家資源，不只是編列預算大力支持，更全面加速

法規的建立；各大學與廠商之間亦互相密切合作，政府與民間攜手大步向前奔跑，

力拼在全球競爭中搶得先機。臺灣不像日本，現階段缺乏有如諾貝爾獎一般耀眼

聚焦的目標指引，因此如何學習日本經驗，整合資源機制更形重要。建議強化大

型科研計畫階段性補助與淘汰機制，導引再生醫學同一領域的各項研發，不僅是

iPS 細胞，還包括間葉幹細胞（MSC）、胚胎幹細胞（ESC）等，百花齊放後從中

去蕪存菁，進而全面聚焦發展台灣優勢，充分發揮小國有限資源的最大效益。 

二、加強國內跨部會合作與國際接軌： 

高橋政代教授的研究團隊於今年 3 月成功地完成全球首例 iPS-RPE 的異體移植，

治療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此項臨床的成功，意味著今後，網膜再生醫療將從僅能

治療少數病例的自體移植，轉變至能提供移植細胞給多數病例的異體 iPS-RPE 移

植。高橋教授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熱情地對臺灣展開雙臂歡迎，並謙虛地表示

其投入再生醫學研究並非一路順遂，願意將這多年來的經驗與臺灣分享，讓我們

可以跳過那些他們曾經遭遇的困難。建議積極與國際技術領導者持續交流並邀請

來臺，提供國內學術交流的機會，讓年輕學者及學生也有機會拓展國際視野，並

促進國內外產學研合作。此外，建議持續透過跨部會署横向協同運作，協助建立

我國再生醫學創新團隊、產學合作團隊與國外各地區生技醫療產業、研發單位、

創業家、研發人才等的聯結網絡，引進國際最新科技，活絡臺灣再生醫學與國際

接軌。 

三、鼓勵國內學研單位成立專利管理單位： 

日本的再生醫學產學合作模式由研究計畫主持人主導，以病患需求為導向，此外

在產學合作中亦透過第三專責單位處理相關專利與技轉管理事務，不僅讓研究者

專心致力於科技研發端，也避免發生不當利益輸送等利益衝突未迴避的弊端。建

議國內學研單可參考京都大學控股公司概念，規劃成立專利管理單位，管理學研

成果的專利及技轉事務，一方面實現研發成果實用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吸引資金

來投入更多的研究及產品開發，讓學研單位本身與產業均能受惠。 

四、深省學術造假事件之警鐘：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理研」）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類似臺灣的中研院，也

可以說是全國最重要的科學研究單位，因此 2014 年發生的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事

件重創理研聲望，對日本科學界的打擊非常的大。然而同為理研的其他研究團隊

與研究人員，面對此困境不僅未因此退縮，反而更積極努力迎向挑戰，在短短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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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便由高橋政代研究室的「網膜再生醫療研究開發計畫」繳出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績單。臺灣近年來亦經歷了對全國學術研究造成強大殺傷力的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重創臺灣在國際學術界的形象與競爭力。理研如何從跌倒中再度躍起，值

得我們借鑑。 

最後，感謝科技交流委員會的籌劃以及中華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的接待與安

排，讓此行圓滿順利且成果豐富。此次參訪交流所獲得的經驗，將作為我國推動再生

醫學科技研究發展的參考，對於未來相關業務的推展有很大的助益。 

 

陸、附錄 

FIRM (Forum for Innovative Regenerative Medicine)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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