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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25 屆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北美生技展） 於 107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7 日假美國波士頓舉辦，共計來自全世界 67 個國家代

表團，18,289 位生技產業人士出席，超過 7,000 家公司參展，並促成

46,916 場次的合作商談（partnering meetings），是全球生技界每年最

大的產業活動平台，大會並於 107.6.6 宣布正式成為金氏世界紀錄

（GUINNESS WORLD RECORDS，title for the Largest Business Partnering 

Event），今年大會的議題重點包括次世代生物療法藥物、轉譯醫學研

究、基因編輯、投資趨勢、數位健康、智慧財產、孤兒藥與罕病、個

人化醫療/診斷等。 

本年度於舉辦 BIO 2018 時，同時於 6 月 4 日舉辦 pre-BTC 海外委

員會議。本年度『臺灣形象館』展區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主辦，由吳政忠政務委員擔任團長，率領臺灣代表團參加本次

展覽，計有 27 家生技醫藥相關廠商參加，政府及法人單位則包含衛

福部、科技部、經濟部、農委會、中央研究院、櫃買中心、證卷交易

所、本院、生技中心、工研院生醫所、農科院、藥技中心、國研院等，

代表團共計 268 位成員，並促成了 578 場次的商機會議，大幅提升臺

灣在生技產業發展的機會。為將臺灣優質的臨床試驗環境推向國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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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本部本次參展以『臺灣卓越臨床中心-優質臨床試驗環境』為主

題，目的在吸引並創造國際廠商至我國進行臨床試驗的機會，藉此強

化『提升台灣醫療研究的量能』、『幫助國人優先獲得新藥之機會』及

『強化我國在國際新藥發展路程的實力』等優勢。臺灣今年寫下不少

紀錄，無論代表團人數和參展單位皆刷新歷史新高，來自產官學組成

的臺灣代表團這次陣容高達 250 餘人，今年以『精準醫療』為主題參

展的臺灣館，堪稱是今年北美生技展最大的國家形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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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及目的 

第 25屆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北美生技展) 於 107年 6月

3 日 6 月 7 日假美國波士頓舉辦，共計來自全世界 67 個國家代表團，

18,289 位生技產業人士出席，超過 7,000 家公司參展，並促成 46,916

場次的合作商談(partnering meetings)，是全球生技界每年最大的產業

活動平台，大會並於 107.6.6 宣布正式成為金氏世界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title for the Largest Business Partnering Event)。 

今年大會的議題重點包括次世代生物療法藥物、轉譯醫學研究、

基因編輯、中國監管變化、 投資趨勢、數位健康、智慧財產、孤兒

要與罕病、個人化醫療/診斷等。 

每年大會的議題、活動事件與論壇發表，往往扮演了國際生技產

業各領域發展動向與趨勢的風向球，今年大會在 4 天之內，同時舉辦

近十餘個不同主題討論共 180 場以上的論壇，並有超過 200 個生技公

司的發表會，總共超過 1,000 演講者參與。 

我國於此次BIO 2018的參加單位包括科技會報辦公室、科技部、

經濟部、衛福部、中研院；法人包括生技中心、工研院、藥技中心、

國衛院、國研院、農科院；由科技部協助成立之國際產學聯盟（Global 

Research and Industry Alliances，GLORIA）則有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



7 
 

學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陽明大學等四所大學參加。 

參展廠商包括新藥開發：台灣微脂體、藥華、台灣浩鼎、健永、

善笙、永昕、德英、群泰（經皮吸收）、康霈（減重新藥）、資元堂（糖

尿病新藥）、竟天生技（藥物傳輸）；CMO：台康生技；精準醫療&

智慧醫療：昱星（AI 藥物篩選）、新穎生醫（IVD）；協會：台灣研發

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現場展示區：華碩健

康（臨床資料庫）、Funique（VR）、Medical AI（VR）；台北市政府廠

商：台灣東洋、遠東生技、彥臣生技、唯醫生技、茂英基因；以及農

委會廠商：亞果、京冠、寰宇。 

臺灣今年寫下不少紀錄，無論代表團人數和參展單位皆刷新歷史

新高，來自產官學組成的臺灣代表團這次陣容高達 250 餘人，今年以

『精準醫療』為主題參展的臺灣館，堪稱是今年北美生技展最大的國

家形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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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行程表           

6/2 （週六）   （出發至美國 波士頓） 

於同日上午抵達甘迺迪國際機場，並搭乘主辦單位安排之接駁車至波

士頓之下榻飯店。 

6/3（週日） （上午-參加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及台灣生技

論壇；下午-會場佈置） 

1. 上午參加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BTBA)年會座談會 

2. 上午 09:00 至 Joseph B. Martin Conference Cent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參加臺灣生技論壇（Taiwan Bio Forum）。 

3. 下午 1 點整至 5 點 30 分至 San Diego Convention Center 報到並索

取參展吊牌及相關文件，再至台灣館確認會場佈置情形。 

6/4（週一） （上下午-會場佈置） 

協助經濟部生醫小組進行會場佈置。 

6/5（週二） （上下午-會場攤位諮詢服務；晚上-台灣團長致謝晚

宴） 

1. 上午至下午進行攤位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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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午 4 點於台灣館參加開幕儀式。 

3. 晚上 6 點至參加台灣團團長致謝晚宴。 

 

6/6（週三） （上下午-會場攤位諮詢服務） 

上午至下午進行攤位諮詢服務。 

6/7（週四） （上下午-會場攤位諮詢服務；晚上-撤展） 

1. 上午至下午進行攤位諮詢服務。 

2. 下午 5 點半撤展。 

6/8（週五） （上午-Woodbury 參觀；下午-紐約市街道參觀） 

1. 8 點半集合前往 Woodbury 進行參訪。 

2. 下午 3 點半前往紐約市進行參訪。 

6/9（週六） （凌晨-搭機返臺） 

搭乘凌晨 1:25 班機返回臺灣 

6/10（週六） （清晨-抵達臺灣） 

於清晨 5:15 抵達臺灣 

一、 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BTBA）年會座談會 

衛福部在何啟功次長率領下，於 6 月 3 日隨同吳政忠政委、科技

部、經濟部等代表一同出席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Boston 

Taiwan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BTBA）年會。波士頓臺灣人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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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協會是由一群年輕學者及生技業界旅美專家組成，此次代表團出席

年會並舉辦座談會，出席人數近百人，會中由各部會代表介紹台灣生

醫產業現況與政府作為，讓海外學人實際了解台灣生醫產業環境，報

告內容包括: 

1. 臺灣生醫產業現況綜覽（科技會報辦公室劉祖惠主任） 

2. 促進生醫產業發展，開拓全球市場（經濟部李佳峯副組長） 

3. 完善法規環境，促進新興科技產業化（衛福部黃小文博士，簡報

詳見附件） 

4. 強化產學研醫鏈結，提升生醫產業動能（科技部莊偉哲司長） 

           

報告結束後，並由吳政忠政務委員主持、衛福部何啟功次長、科

技部莊偉哲司長、農委會張致盛處長、經濟部工業局李佳峯副組長等

與 BTBA 成員討論交流。與會人員對於如何回國服務、生技產業投資、

以及跨國合作研究等議題相當關切且發言踴躍，尤其是 Boston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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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全球生醫領域之牛耳，我國在此地之生技醫藥領域之人才輩出，創

新動能預期將有更積極之作為與投入。              

二、2018 臺灣生技商機論壇（Taiwan Biotech Forum）  

       

隨後，衛福部同仁繼續出席參與台灣生技商機論壇，本論壇由財

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及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共同於 6月 3日假

波士頓哈佛醫學院舉辦，為北美生技展開展的前一天，此論壇可讓代

表團成員先初步了解國內外發展的現況，藉此確立本次台灣代表團出

訪的目標。今年論壇聚焦議題包括我國生技創新公司介紹、國際創投

策略、數位轉型及精準醫療、醫療保健與生醫創業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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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邀請科技部蘇次長芳慶開場致詞，介紹我國政府推動生醫產

業的重要策略及整體布局，並期許我國與國際建立良好互動及於生技

醫藥、數位健康等領域促成創新生態圈。麻薩諸塞州創業生態系推手

MassChallenge 總裁 Michael LaRhette 於專題演講中，分享該組織如何

與麻州及波士頓政府及產業領袖合作推動數位健康產業發展；臺灣人

體資料庫（Taiwan BioBank）執行長沈志陽博士於專題演講中，說明

臺灣人體資料庫對未來藥物開發及醫療創新之價值，並分享多項研究

成果及簡述生物樣本庫之目前使用狀況。 

  

論壇接下來則由臺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鍾熙及麻州生

物科技顧問主席（Chairman of Massachusetts Biotechnology Council）

David Lucchino，在產業領袖對話論壇中，針對建立新創生態圈、促進

產業研發創新等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主辦單位並於論壇中安排台灣參展廠商進行 5 分鐘自我介紹，包

括行動基因、茂英基因科技、華碩健康、肯迪科研、睿科影像、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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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昱星生物科技、基因體先驅、安立璽榮等 9 家國內廠商進行簡

介，展現臺灣在生技新藥及醫材上的研發能量及實力，不僅能使與會

者對本次台灣團展出內容的輪廓有初步的描繪，更能幫助國外廠商可

快速準確地從需求面找到洽談對象，對增加我國國際合作機會有加分

的效果。 

    

    

三、2018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海外座談會 

6 月 4 日本部何次長率同仁出席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

議海外座談會，會議由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中心副執行長莊偉

哲報告 2017BTC 會議決議事項以及生醫方案進度成果。有關衛福部之

相關準備資料，主要包括我國法規進展，含細胞治療、精準醫療 LDTS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and Service）指引、醫材專法、CDE 行政

法人化、通訊診察治療辦法、衛生福利資料應管理要點等，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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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請見附件。 

今年出席 BTC 海外會議委員包括蘇新森、陳紹琛、林秋雄、張幼

翔、顧曼芹、廖俊智等委員。海外委員除就簡報內容進行詢問外，對

於我國近來生技法規之進展給予肯定，同時關切以下議題︰ 

1. 生技法規策略諮議會委員組成之產業代表比例。 

2. 醫療器材專法，策略上究以歐洲或美國制度為借鏡依據，應提

至諮議會討論。 

3. 台灣發展數位醫療，軟體審查人才不易尋得，建議政府應考慮

如何引進人才。 

4. 台灣發展精準醫療，利用數據資料，在研發階段即應納入

biomarker 之研發，在不同族群中找到適當的藥物目標。 

5. 國際數據資料庫極缺亞洲華人資料，台灣有健保資料庫優勢，

應可善用。 

6. 美國 NIH 正發展百萬人基因數據，台灣應加入合作。 

7. 分子檢測實驗室，台灣可參考 LDTS 美國最新發展。 

8. TFDA 及 CDE 的審查時效，以及健保藥價的核價機制，都是產

業最關切的重點。 

會議結束後並安排媒體採訪，由吳政委主持，出席媒體包括非凡、

世界日報、大紀元及當地記者等。政委說明我國生技結合 ICT 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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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策略，數位科技和人工智慧發展數位醫療，是必然的趨勢。臺 

      

灣沒有大型藥廠變革不易的包袱，新創反而很有機會，媒體對於臺灣

發展精準醫療及數位醫療極為關注，尤其想了解 Boston 地區的產業

或其他國際數位資通訊大廠（如 Microsoft, Google 等）與臺灣合作的

狀況，此外媒體對於浩鼎案對台灣股市的衝擊影響，以及臺灣對智慧

財產的保護也有所關切，政委及部會次長分別就媒體關注事項說明。 

四、攤位展示 

本次參展我國攤位以水綠色系為主視覺，政府及法人單位各以一

面獨立之背板做展示牆，形成開放式設計攤位；法人單位之展示牆另

有裝設 iPad 及電視，以循環撥放各單位之簡介及研發亮點，政府及

法人單位共計有 11家，7個法人單位並且有背靠背型式的小展示台，

提供展示解說空間。參展廠商並以三角形背板隔出展示空間，計有

27 個廠商攤位展出，每 2 個攤位配有 1 個供洽商使用的會議室，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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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場地大小而略顯擁擠，但整體設計空間運用得宜且溫馨舒適。 

   

   

另外日本、韓國攤位亦可作為我未來參展之參考，日本館攤位布

局採較方正之風格，洽談區則以霧化之隔板圍出半開放空間，此種方

式除能讓參觀者清楚區隔各家廠商展示之內容，洽談空間也較封閉式

設計更加舒適，對洽談意願及交談氛圍應有加分效果。韓國館將政府

展示牆置於展區正中心，並結合諮詢服務台及茶點招待處，吸引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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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上前並順勢介紹展示內容，廠商攤位則布於四圍，環繞政府展示

區，方便引導參觀者諮詢後立即於相關攤位進行更深入了解。未來我

國參展可因應不同需求及性質，調整攤位之設計及功能，以期能提升

我國生醫產業於國際之行銷及推廣，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 

 

另，本部推廣『臺灣卓越臨床中心-優質臨床試驗環境』為展覽

主題，成功吸引各方人士在我國攤位前駐足，並由本部帶領諮詢者了

解我國優質的臨床試驗及生技研究環境，以增加各界藥廠至我國進行

臨床試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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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精準醫療 CLIA 實驗室 

 為推動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管理指引 (LDTS，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and Service)，了解美國在 CLIA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ct)管理架構下臨床實驗室的運作狀況，衛福部何啟功

次長、黃小文博士及精策會李伯皇教授、張珩理事長、黃燕姝副秘書

長、辜琮祐研究員、吳泓泰總經理、張偉嶠副院長、以及食藥署林春

月、王淑慧兩位審查員於 6月 4日一同前往拜訪 Brigham and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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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CAMD (center of advanced molecular diagnostics) of 

Pathology。 

    BWH 醫院歷史悠久，是附屬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第二大臨床教

學醫院，醫院擁有 777 床，下設有癌症中心、心血管中心、神經外科

中心、骨關節中心、婦產科中心、腎病中心、移植中心、整形外科中

心、乳腺癌中心、婦科癌症中心、淋巴瘤中心、黑色素瘤中心、胃腸

癌中心、肉瘤中心等科室機構。其中，移植中心是美國最好的移植中

心之一。 CAMD 下有 Clinical Cytogenetics 以及 Molecular Diagnostics 

Laboratory，共約  100 名研究人員，檢測項目包括 Digital PCR、

OncoPanel、Liquid Biopsy、HPV、KRAS mutation、EGFR mutation 等等，

每年處理的樣本約 23000 件。CAMD 蕭晟副主任現場介紹病理實驗室

的設備，並說明美國的專業人員，包括醫師及博士，均需進一步接受

專業學會認可的訓練後，才能簽署分子檢測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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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赴 Sanofi 藥廠參訪 Genzyme Clinical Specialty Laboratory 

6 月 5 日代表團赴美國藥廠 Sanofi 參訪 Genzyme Clinical Specialty 

Laboratory。由 Dr. Crystal Sung （宋晶晶）, Head of BCB-Clinical 

Diagnostics 簡介。Sanofi 總部位於法國巴黎，是世界上第四大的製藥

企業，產品主要包括七個領域：心血管疾病，血栓形成，腫瘤學，糖

尿病，中樞神經系統，內科疾病和疫苗。此次參訪實驗室是該公司進

行藥品上市後評估實驗室，實驗設備依據 CLIA 操作複雜度

（Complexicity），包括最低複雜度的自動化取樣設備、中度複雜度的

ELISA 自動活性測試設備、以及高度複雜度的質譜儀與分析軟體。由

於這些檢測報告涉及藥品的上市後品質評估，並可提供醫院醫師診斷

及保險之用，實驗室同時也是美國 CMS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認可的實驗室。 

七、臺灣國家形象館開幕 

6 月 5 日 BIO 2018 臺灣國家形象館開幕儀式，由經濟部生醫推動

小組主任，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副執行長吳忠勳擔任主持人，並邀請行

政院吳政務委員政忠及我國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徐佑

典代表致詞，麻州商務廳副廳長 Mr. Nam Pham 也到場致意，在衛福

部何次長啟功、科技部蘇次長芳慶、中研院廖院長俊智、農委會、經

濟部工業局及技術處等部會官員，及法人、協會及參展廠商的陪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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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揭開以國家形象呈現的臺灣生技展館。 

 

  

今年開幕活動除提供台灣金車噶瑪蘭威士忌做為台灣特色禮品，

並舉辦現場抽獎，另提供精緻餐點供參觀人員享用，此開幕活動吸引

廣大人潮，走道擠滿駐足來賓，我方更藉此機會大力廣宣我國生技產

業及政策，期能對參觀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吳政務委員政忠致詞時表示，今年臺灣各相關部會包括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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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衛福部及農委會所屬之法人機構，都帶著重大生醫研發技術

及成果參展，其中中研院展示之臺灣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

以及（Taiwan Clinical Trial Consortium），充分展現臺灣政府積極建設

臺灣成為亞太生醫研發基地之效率，以及鏈結國際合作之決心。去年

知名大廠如 Google、Microsoft、Navida 及 Merck 都紛紛到臺灣建立

研發中心或合作專案，加上政府『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的國外拓展

政策，將是各國生醫產業合作的最佳夥伴。 

 

此開幕活動不僅展現臺灣特色，並吸引各國參展人員前來，廣大

人潮，活動場面熱絡，為臺灣生醫產業增加不少國際曝光度，據統計

為歷年來 BIO 臺灣館開幕來賓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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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灣團長致謝晚宴 

 

臺灣團致謝晚宴於 Aloft Boston Seaport Hotel 舉辦，由團長吳政忠

政委設宴感謝我國參展人員對此次展覽之用心規劃與執行，並藉此活

動凝聚台灣團的成員的向心力，每位團員平時皆處不同崗位為我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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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奮鬥，鮮少有齊聚一堂相互砥礪的機會，此晚宴無疑提供一個

最好的平台，使產、官、學各界能於其中交流心得、交換資訊，更為

跨界合作的可能埋下希望的種子。 

 

九、精準醫療法規重要進展 

此次大會頗受矚目的議程，首推 US FDA Commissioner Dr. Scott 

Gottlieb 訪談。由大會主席 Mr. James Greenwood 親自提問， Dr. Scott 

Gottlieb 自上任後，積極提出 US FDA Action Plan for 21st Century Cures 

Act，將就再生醫療、數位醫療、精進人體試驗、利用 Real World Data

創新審查模式、成立Center of Excellence等。尤其他上任後核准23&Me

以及 CART 等創新生物技術開發的檢測與細胞療法，舉世矚目。Dr. 

Scott Gottlieb 表示未來在再生醫療技術上，細胞及其衍生物的製程將

是審核的重要關鍵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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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美國為推動精準醫療，兼顧檢測品質與保險的一致性，正

由國會草擬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Innovation Act （DAIA）法案，法

案係由美國兩位眾議員（Larry Bucshon 及 Diana DeGette）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發表之討論草案（discussion draft），擬修訂現行之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s Act （FD&C Act）及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 Act)兩法案，建立 In Vitro Clinical Test（IVCT）之管理架構，IVCT

包括最終產品（Finished Products IVD，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及實

驗室測試程序（Laboratory Test Protocols），亦即 IVCT = IVD + LDT。 

DAIA 法案各章節內容包括：IVCT 定義、IVCT 分級、IVCT 上市前審查

要求、IVCT 品質系統要求、IVCT 上市後監控要求、IVCT 實驗室認證

及 DAIA 法案過渡期等。 

DAIA 將分子檢測管理所轄，明確分別歸屬三個管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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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DA︰對於可運用於其他單位以及第三方的 IVCT，由 FDA獨立管理，

包括 IVCT 的設計、研發、製造及確效。FDA 需新增主管 IVCT 的組織。 

2. CMS︰對於在單一實驗室運作的 IVCT，包括試劑與樣品的準備、分

析前處理，由 CMS/CLIA 具獨立管轄權。 

3. State︰由醫事專業人員進行的臨床應用與解釋諮詢，仍屬美國各州

政府管轄。 

參、心得及建議 

一、 北美生技展係國際生技產業重要的商業交流及媒合平台，參與

此展覽除可了解生技產業在國際間最新之趨勢及脈動，同仁亦

有機會與我國參展之其他政府與民間單位進行交流，對於未來

在生技發展規劃中跨部會/單位整合與配搭有良好助益，且可藉

由此展向國際間傳達本部的宗旨及任務，加強各國政府單位對

我國的信任及認識。 

二、 本次展覽中，本部以推廣『臺灣卓越臨床中心-優質臨床試驗環 

境』為展覽主題，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亦展出其傑出的研

究成果，展現我國傑出的研究量能及友善的研究環境，吸引許

多參觀人員的詢問及討論。惟礙於攤位空間有限，日後若能展

出本部及所屬機關如食品藥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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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及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等單位之豐碩研究成果，相

信定能更加凸顯我國在生技產業上的投入與重視，藉以增加國

際間合作意願。 

三、 本次會展布置，我方係將視覺設計及裝飾以大圖輸出，在另黏

貼於背板上，且為配合美國當地法規，我國展館係委託當地承

包公司進行架設及布置，惟數處宣傳牆及海報背板上皆有不明 

        

     突起物，研判應是進行黏貼工作時未注意空氣的排除而導致， 

我方雖立刻進行溝通並要求承包公司處理，但考量此類型展覽

規模盛大且為全球各國交流之重要平台，建議往後應慎選承包

公司或與較具經驗之承包商合作，才能於國際舞台上呈現我國

最完美的形象。此種低階缺失不應該發生，希望外貿協會（此

次主責展館裝潢）能多注意承包商的選擇，避免此種絕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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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低階缺失再度發生，而進一步影響國家整體形象的宣

傳。 

四、 我國在生技產業發展上深具潛力，參展公司及學校技術多元且

具創意，結合 ICT 技術將可創造新興生醫醫療領域。 

五、 我國發展精準醫療，應考慮IVD及LDT的發展策略，美國DAIA的

思維與進展可提供參考。 

六、 細胞治療，目前在美國 FDA 已有 200 多件 IND 進行中，目前價

錢昂貴且製程高度專業，我國應有切入的機會。 

七、 BIO 生技展規模盛大，囿於預算無法安排其他相關單位及人員

參與展示，呈現我國更完整豐富的研究成果與亮點，雖備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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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之簡介宣傳品供參觀者參考，以彌補此缺口，但對於具

備實際需求並尋求合作的參觀者而言，仍難以取得具體且實用

的資訊，爰建議日後無法參與展示之相關單位除提供宣傳品外，

亦能提供國際合作事宜窗口之相關聯絡資訊，相信定能促成更

多跨國合作機會。 

八、各國有關癌症相關研究展出的觀察︰ 

臺灣生技商機論壇（Taiwan Biotech Forum）為BIO 2018北美生技

展臺灣代表團一系列相關的活動之一，在本次的活動中，特別請到中

研院臺灣人體資料庫（Taiwan BioBank）執行長沈志陽博士，就臺灣

人體資料庫的發展現況，進行專題演講。目前臺灣人體資料庫已達成

計畫中正常族群檢體約二分之一的數量（90,000+例），並於今年起開

始收集多種疾病的檢體，包括多種癌症在內。要進行醫學及生技醫藥

研究，大數量且收案嚴謹確實的人體資料庫是不可或缺的，在癌症的

精準醫療研究上也是如此。在衛福部的第三期癌症研究計畫中，國衛

院正與台北醫學大學合作，進行『第三期癌症研究跨機構合作平台及

其整合應用計畫』，其中即包含推動各癌症研究中心配合各類癌症檢

體收集程序的標準化，癌症檢體收集資料庫之建立維護，以及臨床資

料的整合應用研究等多項重要議題。在臺灣的癌症研究上，如能促成

各癌症研究中心、國衛院、及中研院等各單位之合作，建構之各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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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檢體統一標準化收集、運輸、儲存程序及檢體質量驗證機制，並同

時建構完整的檢體資料庫及檢體合作互享機制，配合健保資料及癌登

資料庫，將對我國的癌症研究有極大的幫助，並極大程度的提升我國

在癌症生技醫療上的發展，朝向癌症精準醫療的目標上大步前進。 

論壇也安排包括行動基因、茂英基因科技、華碩健康、肯迪科研、

睿科影像、新穎生醫、昱星生物科技、基因體先驅、安立璽榮等9家

國內廠商進行簡介，以展現臺灣在生技新藥及醫材上的研發能量及實

力，其中有多家廠商的產品，都與癌症之診斷及治療有關。如行動基

因（ACT Genomics）提供癌症基因檢測，依據基因特性評估標靶、免

疫、荷爾蒙以及化學治療，將複雜的基因資訊轉化為可實行的癌症治

療方案。 

  

茂英基因科技（Mao Ying Genetech）開發出世界第一套利用基因

表達圖像（Gene Expression Portrait）來偵測癌症惡性程度及癌轉移原

發位置的檢測系統。基因體先驅（GenomeFronter Therapeutics, Inc.）

的研發焦點，在研發革命性的新世代嵌合性抗原T（CAR-T）細胞免疫

療法以對抗實體腫瘤。藉由這些臺灣廠商的報告，可以大致了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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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技醫療廠商在癌症診斷及治療上的最新進展，同時此種與國際

性大型生技展結合的徵才及集資之複合宣傳模式，值得推廣作為國內

廠商或研究單位作為推展業務及徵才之國際化實務模式。 

  

  

今年BIO 2018 北美生技展，我國參展的20餘家優良廠商中，亦有

多家廠商的產品跨足於癌症的診斷及治療。如於去年引發關注的浩鼎

生技公司（OBI Pharma, Inc），今年仍積極參與北美生技展，並宣傳多

種治癌藥物，如Adagloxad Simolenin2，其為一種可應用於乳癌、卵巢

癌、肝癌等之治療性疫苗，OBI-833則為新開發用在表皮細胞癌的治

療性疫苗，OBI-888及OBI-898為新開發用在表皮細胞癌的單株抗體

（mAb），OBI-999為新開發用在表皮細胞癌的抗體耦合藥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s；ADC）。 

除了浩鼎之外，國內參加BIO 2018的國內廠商，亦有多家投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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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癌症治療相關的研發中。除了先前提過的茂英基因科技及昱星生物 

     

科技外，如臺灣微脂體（TLC︰Taiwan Liposome Company, Ltd.）宣傳

其新發展的TLC178，為一款脂質包裹長春花鹼類的化療藥物，透過劑

型設計來降低原先此類藥物在用於治療實質固態瘤（如肉瘤  ，

Sarcomas）藥物時的毒性問題。藥華醫藥（PharmaEssentia Corp.）於

腫瘤醫療方面的發展，包含以Oraxol合併Ramucirumab治療胃癌、胃

食道癌或食道癌患者、以及Oraxol於乳癌患者藥物動力學之臨床試驗。

健永生技（HEB︰Health Ever Bio-Tech Co., Ltd.）開發的MCS-8，為預

防攝護腺癌的藥物。竟天生技（Andros Pharmaceuticals Co., Ltd.）開

發的非病毒基因載體，是使用具專利的『標的脂質傳輸系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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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癌細胞標的特性之ligands 結合脂質的配方設計，選擇性的標的至 

   

含有特定 receptors 的癌細胞（如肺癌、頭頸癌、乳癌與腫瘤新生血

管），利用 receptor- mediated endocytosis 的方式將siRNA/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送入細胞，增加上述抗癌藥物的效率。台康生技則

研發EG12014，其為市售 Herceptin （Trastuzumab，作用於HER2受體）

之生物相似藥（Biosimilar），並有多項生物相似藥於臨床前研發

（Preclinical）階段。臺灣東洋（TTY Biopharm Company Ltd.）則有多 

    

項針對卵巢癌、卡波西氏瘤、多發性骨髓瘤、乳癌、胰臟癌、前列腺

癌紓解治療等之藥物研發中。彥臣生技（NatureWise Biotech & 

Medicals Corporation，NBM）研發中的NBM-BMX，是對第八型組蛋白

去乙醯化酶（HDAC8）具有專一抑制性的新化學物質，可用來抑制腫

瘤生長。德英生技（G&E Biotechnology Co., Ltd.）正研發可減緩非小



34 
 

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腫瘤生長之SR-T100口服 

  

膠囊（合併Cisplatin使用），及用於婦癌及頭頸癌治療之Solarise針劑。 

 在法人展示區方面，國衛院展出由生技與藥物研究所研發之抗癌

候選的新EGFR標靶藥物DBPR112，此藥物已於2016年獲得美國食品藥

  

物管理局（US-FDA）及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試驗中新藥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申請，並完成臨床前試驗，將進行人

體第一期臨床試驗。中央研究院則展出新型anti-HER2抗體偶合於載體

的技術。 

 對岸中國的展覽攤位一如去年，占地甚廣，約有近40家廠商參展，

布置規劃方面與去年類似，展場採半開放式設計，與臺灣館相似。某

些攤位仍是在進行類似『推銷生技園區』的招商活動，不過仍有一些

廠商的展出產品與癌症有關，如未名集團（SinoBioway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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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用於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及

非小細胞肺癌（Anti-PD-1）的單株抗體。無錫北大博雅控股集團

（Boyalife Group Co.）發展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技術（CAR-T）的細胞

開發及製備平台。成都先導藥物（HitGen Ltd.）開發針對HDAC I/II、

Trk、HDAC6等之藥物。廣東香雪制精準醫療（Guangdong Xiangxue Life 

Science）則研發T細胞受體（TCR）嵌合型T細胞（TCR-T）的服務平台。

北京凡知醫學科技（Beijing Firegen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則

提供乳癌BRCA1/2及其他腫瘤之檢測。 

   

   

 香港的攤位雖小，參展廠商及學研單位不多，但亦有廠商投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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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藥物研發及個人化癌症精準醫療的諮詢服務。 

南韓的攤位具相當規模，除了廠商展區之外，官方法人單位如隸

屬於韓國科技部的韓國生命工學研究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KRIBB），以及韓國自由經濟區（Korea 

Free Economic Zones，KFEZ）、韓國三星集團（SAMSUNG）均有獨立

展場參展。如同往年，三星集團有專屬攤位，投入相當龐大，甚至今

年設置夾娃娃機來吸引參展人潮。不過其攤位仍以VR模擬、手機附加

健康資訊類之應用研發等作為宣傳主軸，與癌症研究較無相關。  

南韓國家館今年採『ㄇ』字型攤位設計，廠商攤位以『ㄇ』字型

排列，安排在外側，中央則為服務台及休息區，備有各參展廠商的綜

合參展資訊。服務人員態度還可算是親切及專業。南韓這次有10餘家

廠商參展，其中有多家廠商有投入抗癌藥物之研發。如SN BioScience 

Inc. 研發double-core shell micelle（DUCS® Technology），可製造出穩定

的奈米大小的微胞（ micelle）攜帶難以溶解的抗癌藥物如 

  

SN-38（Irinotecan之活性代謝產物）、paclitaxel（Taxol）或docetaxel

（Taxotere）。 Alteogen Inc.則研發治療乳癌/胃癌及卵巢癌之抗體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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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及治療乳癌之Herceptin

（Trastuzumab）的生物相似藥。 

 此外，由韓國衛生福利部選定之T2B（Technology to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Center 亦擺設攤位展出，其下有7個聯盟（consortium），

包含癌症、心血管疾病、代謝疾病、消化道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眼

部疾病及關節炎/免疫系病等領域，其功能相似於臺灣的特定疾病臨

床試驗合作聯盟（Taiwan Clinical Trial Consortium，TCTC）。 

 

韓國展館有一點值得我國學習之處，在於其致力及提早宣傳本國

的生技展覽，例如說今年的韓國展館中，設有專區介紹推廣將於2019

年舉辦的韓國生技展2019 BIO Korea（4/17-4/19，2019），而反觀臺灣

亦於會場宣傳於我國舉辦之生技展，但均為今年將舉辦的生技展，包

括年底生策會主辦的2018臺灣醫療科技展（2018 Healthcare Expo 

Taiwan，11/29-12/02），及2018台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Bio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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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8-7/22），以時程來說相對緊迫，國外參展者極可能在會場

知道台灣生技展覽訊息後，無法及時規劃行程來臺參與，殊為可惜。

這一點希望日後規劃北美生技展時能加以注意。 

   韓國自由經濟區（Korea Free Economic Zones，KFEZ）此次有獨立

的參展攤位，在韓國目前有七個區域，其架構應該是類似我國的科學

園區，惟我國於北美生技展中雖有科技部所屬之科學園區參與，但歷

年來都沒有大力進行宣傳。此次韓國自由經濟區的參展，代表南韓在

整合本土生醫產業發展、吸引外商投資設廠之雄心壯志的具體體現，

這點十分值得我國注意及參考。 

 

 日本的參展攤位，設計仍保持其簡潔明亮的一貫特色，以方形為

設計格局，廠商攤位安排在外側，各攤位展示主題標示相當清楚，而

展場內部則為洽談區，採開放式設計。服務台工作人員的態度一如往

年，非常主動親切，而參展廠商人員也十分樂意回答問題及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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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般來說英文能力不若南韓人員流利，但是其服務熱心態度則令

人印象深刻。 

日本今年有20餘家廠商參加BIO 2018 北美生技展，其中有多家廠

商的產品涉足於癌症領域。如BioComo Incorporation發展BC-PIV vector

（由重組人類副流感病毒2型載體 recombinant human parainfluenza 

virus 2 (hPIV2) vectors 衍 生 而 來 ）， 可 用 於 腫 瘤 免 疫 學

（Immuno-Oncology）上之應用。BrightPath Biotherapeutics Co., Ltd. 進

行癌症免疫治療之研發，目前有3種cancer peptide vaccine於研發階段。

NRL Pharma, Inc. 則進行可用於癌症之新藥研發（如Ascochlorin）。

Oncolys BioPharma 則發展多種產品，著眼於癌症的 

  

治療與偵測診斷，如oncolytic adenovirus（Telomelysin）、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inhibitor、以及engineered adenovirus type 5 to 

detect tumor cells（TelomeScan）。Summi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Corp.則與福島醫學大學（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合作，進行

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 PDX ，異種移植）及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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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ed tumor organoid （PDO，類器官）（organoid）模式的建置，目

前已有96種solid tumor及14種hematopoietic tumor的PDX模式，及79

種的PDO模式。      

日本在推動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上，同樣的投注相當大的資源與

資金。日本於2015年成立『國家研究開發法人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

（Japan Agency for Medic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MED），負

責整合原有來自日本政府不同部會之研究經費與資源，並對成功申請

研究經費的單位，提供並建立研究環境、降低行政上的繁文縟節及及

精確管理計畫之執行，同時推動進行多面向之國際合作。AMAD目前

有10個整合性研究計畫，共補助2,300個類研究計畫，與24個國家合

作，所有計畫合計有9,000名研究人員參與。10個整合性研究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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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癌症研究計畫，其補助金額於各項研究計畫中僅次於新藥開發 

                  

研究 計畫於2017年的經費為17.2億日元（接近新臺幣4.72億元）。 

不過此次日本的參展內容，在抗癌藥物的研發上，沒有去年那麼

豐富，而，亦沒有像往年北美生技展那樣有亮點，殊為可惜。個人認

為今年日本展館的亮點，為PDX及PDO模式之發展建置，可以用於癌

症的研究上。 

美國的癌症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ACR）一如往年，在北美生技展中設有攤位，提供各式出版品供參

觀人群免費取閱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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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身為地主，自然歷年來參展單位眾多，許多州都有獨立展覽

的攤位，展館設計也各有特色，惟由於身負協助衛福部展覽解說及協

助臺灣館服務接待參觀來賓之職責，參訪其他展覽攤位時間實在有限，

在時間有限之情況下，蒐集資料以亞洲各參展國，無法深入這些州的

攤位並了解各州之生技業特色及癌症研究之相關產出，十分可惜。 

  

美國NIH的展覽場地與去年相比，縮水甚多，參展攤位也不如去

年多。但其展場的規劃仍不脫去年，未對於各類不同展覽主題進行區

分，給人欠缺整體規劃之感覺。 

參與如BIO這類的大型國際生技展，與學術研討會及學會年會完

全不同，是一個增廣見聞、跳出純學術思維，以國家生技醫藥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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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角度，對比國際上發展的一個難得機會與經歷。同時利用有限時 

 

間走訪亞洲各國攤位，收集各國在癌症生醫研發的相關資料，收穫頗

豐，並從中學習到不少新知，頗有不虛此行之感。 

         

不過由於參加生技北美展時，因同時有公務任務需要執行，必須

與同僚輪流執行本部參展攤位的解說任務及協助臺灣館服務接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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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來賓，往往忙於執行公務無法脫身，無法於參展期程間，以全部時

間詳細參訪各國參展單位，為美中不足之處。尤其是因時間緊迫，無

法保留時間，詳細參訪多家國際大藥廠的參展攤位，實際了解這些國

際大廠商於癌症相關藥品及治療上的最新發展及研發思維，此點真的

十分可惜，也反映出日後如有類似機會，配合所負任務行程的時間及

目的規劃相當重要，才能以有限時間，對需要走訪許多不同攤位的任

務，作最有效的規劃及時間運用。 

與臺灣同處東亞地區的日本及南韓，在研發癌症新藥及治療方法

上均不遺餘力，除投注可觀資金外，並由政策面、法規面及行政管理   

  

上進行變革與改良，以進一步扶助本土研發團隊的研發產出及廠商的

拓展商機，並以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外資投資設廠。這一點確實是值得

我們深思參考的。政府大力投資經費推動生醫科技，如何能依實際需

要擬定有效政策、修改鬆綁法規、扶助我國生醫產業發展，使得我國

的生技醫療產業能於國際上打出一片天地，實在是我國未來不可忽視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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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1. 臺灣人生物科技協會(BTBA)年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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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e-BTC 海外諮議會（衛福部相關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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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館文宣資料─本屆台灣形象館以「台灣生技創新加值夥伴」

做為展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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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藥署文宣資料─簡介有關藥品、醫材、食品、化粧品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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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館參展單位列表─以講求簡單明瞭的方式條列國內各家優秀

廠商及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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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 北美生技展（2019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宣傳資訊，

將於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