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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技術專業化的提高與全球市場快速的成長，企業未來將更難

單獨生存，互賴關係必將更形重要。因此，策略聯盟與併購成為近年

來企業經營最熱門的議題。策略聯盟與併購是策略的執行工具，其背

後都有重要的目的，可謂是一種「合則兩利」的方式。  

    企業進行策略聯盟具有多樣的動機，最重要的特色在於目標導

向，企業視其目標與達成目標所需的方式、資源，尋找合適的夥伴組

成聯盟。由於企業目標會隨產業環境與競爭態勢而有所變化，因此企

業可以隨時成立策略聯盟以完成特定目標，例如研發新的產品、進入

新的市場，並且可以因目標達成而解散聯盟，所需的成本可能要比內

部化價值鏈活動要低得許多，因此策略聯盟可以說是企業達成目標並

且保持高度營運彈性最好的工具。  

    近年來許多國際大藥廠紛紛面臨暢銷藥品專利到期、學名藥競爭

導致銷售下滑的危機，而這些專利即將到期的暢銷藥品，占公司營收

的比率相當高。為解決專利危機的問題，藥廠必頇充實研發產品線，

快速推出新產品以彌補營收，而向外取得產品授權、合作開發甚至併

購，常成為各藥廠採取的策略，因可快速帶進產品與營收。因此，許

多藥廠在研發的策略上已逐漸轉型，開始向外尋求具市場潛力的標

的，透過授權、合作開發、併購等各種方式直接取得產品，縮短產品

上市時程，同時降低成本。  

    全球製藥產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創新壓力，發現全新藥品的研

發投入激增，研發中的藥品可成功上市之比率降低，因此，越來越多

的藥廠及生技公司，利用策略聯盟共同合作開發新藥。這種聯盟對於

藥廠而言是創新的泉源，而對於發展初期的生技公司來說，則是盈利

和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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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藥廠商聯盟及授權之驅動力包括： 1.藥品市場成長趨緩需搶進

新興市場， 2.專利到期與上市審查嚴苛導致營收衰退， 3.研發生產力

下降藥廠精簡人力， 4.生技廠商研發中產品具未來競爭力。持續缺乏

新藥上市已成為國際大藥廠發展的絆腳石，製藥公司在藥品研發中投

入了大量資金，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上市新藥越來越少，除了

藥品專利到期的挑戰、與學名藥之間的競爭加劇之外，國際大藥廠面

臨的另一個障礙是研發後期的藥品缺乏，一些產品線則處於停滯狀態。 

一般而言，藥廠的短期利潤受到銷售團隊實力的影響，但長期價

值則取決於研發實力或研發投入，即研發線上的產品數量和品質。因

此為了充沛其產品線，製藥公司放棄傳統閉門造車的經營模式，期待

透過聯盟及授權，獲得新的契機。  

從 Deloit te Recap LLC 所蒐集的藥廠策略聯盟及授權案件中彙整

分析而得。 90 家以上年營收超過 10 億美元之藥廠為分析對象，包括

國際性藥廠、特色藥廠及生技製藥公司等，在 2005 至 2009 年間，這

些公司共產生了 1,824 件聯盟及授權案件。其聯盟及授權之特色為：  

1.  聯盟標的由早期階段逐漸轉向晚期  

若以各年度早、中、晚期階段之比率來分析，可明顯的發現晚期

階段的簽約比率逐年提升。2005 年時晚期階段僅占 30%，而早期階段

之簽約數幾乎占了六成左右。然而至 2009 年，晚期階段的聯盟及授權

比率明顯攀升，大幅超越了早期階段的合作件數，占了 43%。其原因

為受金融海嘯影響生技公司資金緊缺，藥廠有較大的議價空間換取研

發後期階段之產品。另一個可能是藥廠急需擴充產品線，後期階段的

研發合作的風險較小，容易產生新藥順利上市。  

2.  聯盟及授權價值逐年增加  

    藥品研發之各階段皆有其價值，透過聯盟與授權的方式，企業可

在有效期限及範圍內，使該技術或產品成為企業的重要資產，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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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價如授權費用、權利金、給付方式，與授權的方式如授權地區、

年限、衍生權等，必頇經過完整的談判協商後，訂定嚴謹的契約。授

權是以權利金為授權者之主要收益，在決定最終權利金之前，會先經

過鑑價的程序。授權定價時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技術或產品的創新

及成熟度、被授權者的接受度、商品化的市場性、市場競爭程度、授

權方式以及風險考量。  

    2010 年我國藥廠之聯盟及授權成果豐碩，不論是與國際廠商間的

合作，或是布局中國大陸及新興市場等，均有收獲。如太景生技與國

際藥廠 Warner Chilcott 簽署抗生素新藥奈諾沙星（Nemonoxacin）開發

及銷售授權協議。Warner Chilcott 將在歐美地區進行奈諾沙星的三期臨

床 試 驗 ， 上 市 核 可 後 進 行 製 造 與 銷 售 。 台 灣 東 洋 與 美 國

BioDeliverySciences 公司簽訂用於成年癌症末期患者遭遇急性偶發性

疼痛的治療全新藥品 Onsolis R，在台灣的取證及銷售合約。台灣東洋

負責該藥品在台灣之取證與臨床試驗，同時取得該新藥在台灣的獨家

銷售權。基亞生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訂技術授權合約，基亞將取得

國衛院已完成認證的 MDCK 細胞株、 H1N1、H5N1 病毒株、製程、智

慧財產等及應用於流感疫苗在全球開發、製造、銷售等完整權利，基

亞生技依研發時程支付國衛院技術授權金及疫苗產品上市後銷售權利

金。  

    就我國製藥產業而言，本土藥廠在面對國內藥品市場長久以來為

外資藥廠所把持，市佔率遲遲難以突破的局勢下，勢必得進入國際市

場方能持續壯大。我國發展生技製藥產業是否具有優勢與利基，一直

是爭議的話題。生技製藥產業需要大量研發資源投入，與長時間的研

究，才可能有成果產生的機會，而最後也只有少數產品能夠成功回收

研發投資。因此對於一向善長快速反應、生產導向的台灣產業經營模

式而言，初始之時並不適應這種需要長期研發、技術密集的產業。  

    但若由產業價值鏈來思考製藥產業之參與方式，雖然國際大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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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垂直整合做為新藥開發之獲利保證，但台灣製藥產業因規模小，

無法如同大藥廠般的垂直整合。若各藥廠能找出在產業的價值鏈中，

自己的核心能力為何，將自己的能力充分發揮，做到全球最好，採取

高度分工及緊密串連的方式，集中資源於各自專長領域，將能創造以

小搏大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台灣的生技製藥產業可朝向水帄分工的

方式，與國際藥廠互相配合。  

    另外，高科技產業發展除了依賴人才、技術、市場之外，資金對

於後進地區而言，尤其是重要的因素。如何使資金流向生技製藥產業，

就必頇克服回收期過長與高失敗風險的問題。對於我國製藥產業而

言，如果能尋求與國際大廠的合作機會，移轉相對成熟的技術，從事

區域性需求的新產品開發，則將有助於降低風險。故在企業策略上先

與國際大廠合作、或是與其他中小型企業結盟的方式發展，獲得國際

大廠的技術移轉與實務經驗後，再積極投入創新產品研發，如此應是

可行的企業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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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目的  

企業存在的基本功能在於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

為此企業需要很多不同的資源，包括原料、技術、生產設備、資金、

人力、通路等，如何將資源加以統合，使其發揮最大功效，以創造出

顧客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就成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課題。  

策略聯盟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企業，針對某些特定商業功能的連

結，藉由彼此技術或產品的互惠性交換，以提升其競爭優勢。由於企

業目標會隨產業環境與競爭態勢而有所變化，因此企業可以隨時成立

策略聯盟以完成特定目標，例如研發新的產品、進入新的市場，並且

可以因目標達成而解散聯盟，所需的成本可能要比內部化價值鏈活動

要低得許多，因此策略聯盟可以說是企業達成目標並且保持高度營運

彈性最好的工具。  

    全球製藥產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創新壓力，發現全新藥品的研

發投入激增，研發中的藥品可成功上市之比率降低，因此，越來越多

的藥廠及生技公司，利用策略聯盟共同合作開發新藥。這種聯盟對於

藥廠而言是創新的泉源，而對於發展初期的生技公司來說，則是盈利

和發展的機會。  

持續缺乏新藥上市已成為國際大藥廠發展的絆腳石，製藥公司在

藥品研發中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上市新藥越

來越少，除了藥品專利到期的挑戰、與學名藥之間的競爭加劇之外，

國際大藥廠面臨的另一個障礙是研發後期的藥品缺乏，一些產品線則

處於停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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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策略聯盟及授權之形式  

隨著技術專業化的提高與全球市場快速的成長，企業未來將更難

單獨生存，互賴關係必將更形重要。因此，策略聯盟（ strategic all iance）

與併購（merger and acquisit ion ,  M&A）成為近年來企業經營最熱門的

議題。策略聯盟與併購是策略的執行工具，其背後都有重要的目的，

可謂是一種「合則兩利」的方式。  

然而聯盟與併購皆是牽涉到兩方以上的企業為了某些目的而進行

的整合，因此聯盟與併購策略的執行會涉及合作雙方企業之間的目

標、策略、組織、文化整合議題。成功的聯盟或是併購策略，皆是以

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為基礎，所以在進行策略聯盟之前，必頇要深入了

解聯盟的動機、型態與風險等。  

一、聯盟及授權之定義與範疇  

企業存在的基本功能在於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

為此企業需要很多不同的資源，包括原料、技術、生產設備、資金、

人力、通路等，如何將資源加以統合，使其發揮最大功效，以創造出

顧客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就成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課題。  

策略聯盟的定義依據 Yoshino & Rangan 在其 1995 年所著之策略聯

盟一書中認為：策略聯盟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企業，針對某些特定商

業功能的連結，藉由彼此技術或產品的互惠性交換，以提升其競爭優

勢。因此策略聯盟為企業之間的合作協議，企業夥伴之間透過緊密、

互惠的協定關係，共享資源、知識和能力，以強化每一位夥伴的競爭

地位、達成其個別或共同的目標。  

併購並不屬於策略聯盟的一種，因併購公司會完全掌控被併購之

公司，不符合策略聯盟的基本特性。其次，跨國公司以合資方式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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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製藥廠商聯盟及授權之驅

動力  

一、藥品市場成長趨緩需搶進新興市場  

2008 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為 7,820 億美元，成長率僅 5.5%，創下

自 2000 年以來之最低成長率。隨著 2009 年下半年全球經濟逐漸復甦，

2009 年全球藥品市場的成長率回升至 7.0%，市場規模達 8,080 億美

元，推估 2010 年之成長率為 4~6%，並預測 2011 年全球藥品市場同

幅成長 5~7%，達到 8,8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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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MS；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產業資訊組整理  

圖 3-1  全球藥品市場規模及成長趨勢  

 

2009 年北美洲藥品市場約占全球藥品市場之 39%，達 3,238 億美

元，成長率為 5.5%，其中美國為 3,003 億美元，占全球藥品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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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藥廠聯盟及授權之發

展現況  

如上一章所述，全球製藥產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創新壓力，發

現全新藥品的研發投入激增，研發中的藥品可成功上市之比率降低，

因此，越來越多的藥廠及生技公司，利用策略聯盟共同合作開發新藥。

這種聯盟對於藥廠而言是創新的泉源，而對於發展初期的生技公司來

說，則是盈利和發展的機會。  

一、國際大藥廠聯盟及授權分析  

持續缺乏新藥上市已成為國際大藥廠發展的絆腳石，製藥公司在

藥品研發中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上市新藥越

來越少，除了藥品專利到期的挑戰、與學名藥之間的競爭加劇之外，

國際大藥廠面臨的另一個障礙是研發後期的藥品缺乏，一些產品線則

處於停滯狀態。  

一般而言，藥廠的短期利潤受到銷售團隊實力的影響，但長期價

值則取決於研發實力或研發投入，即研發線上的產品數量和品質。因

此為了充沛其產品線，製藥公司放棄傳統閉門造車的經營模式，期待

透過聯盟及授權，獲得新的契機。  

隨著各藥廠之間合作的加強，聯盟策略也由點狀分佈向網路發

展。許多國際大藥廠近年來一直嘗試能夠打破個別公司研發的藩籬，

如美國 Pfizer 公司開始把公司內部的化合物資料庫，逐漸開放給其他

中小型公司和研究機構，希望能擴大相關標靶藥品篩選的範圍，並加

速藥品研發的速度。  

在國際大藥廠之聯盟及授權的發展方面，統計 1990 至 201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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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藥廠聯盟及授權發展

趨勢與價值分析  

一、全球藥廠聯盟及授權趨勢與價值  

（一）2005～2009 年聯盟及授權趨勢與價值  

從 Deloit te Recap LLC 所蒐集的藥廠策略聯盟及授權案件中彙整

分析而得。 90 家以上年營收超過 10 億美元之藥廠為分析對象，包括

國際性藥廠、特色藥廠及生技製藥公司等，在 2005 至 2009 年間，這

些公司共產生了 1,824 件聯盟及授權案件。  

1. 聯盟標的由早期階段逐漸轉向晚期  

藥品之聯盟與授權按時間可分成三階段：早期階段包括藥品開發

（Discovery）及先導藥品（ Lead Molecule）研究；中期階段包括前臨

床試驗、臨床一期試驗；晚期階段包括臨床二、三期試驗、上市申請

核准。藥廠非常喜愛早期階段的聯盟，在 2005 至 2009 年間，以藥品

開發階段之聯盟案件最多共 832 件，占 46%；其次為上市申請核准階

段共 270 件；臨床三期案件居第三，共有 197 件，占整體比率的 11%。 

若以各年度早、中、晚期階段之比率來分析，可明顯的發現晚期

階段的簽約比率逐年提升。2005 年時晚期階段僅占 30%，而早期階段

之簽約數幾乎占了六成左右。然而至 2009 年，晚期階段的聯盟及授權

比率明顯攀升，大幅超越了早期階段的合作件數，占了 43%。其原因

為受金融海嘯影響生技公司資金緊缺，藥廠有較大的議價空間換取研

發後期階段之產品。另一個可能是藥廠急需擴充產品線，後期階段的

研發合作的風險較小，容易產生新藥順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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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藥廠聯盟及授權發展

現況 

一、我國藥廠聯盟及授權狀況 

（一）上市櫃生技製藥公司聯盟及授權狀況 

    依各上市櫃生技製藥公司之訊息揭露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廠商較常見的聯盟

與授權方向，是與國內研發機構之合作與技術移轉，以及藉由授權取得產品銷售

權（表 6-1）。 

表 6-1  我國部分上市櫃生技製藥公司聯盟及授權狀況 

公司 契約
性質 

合作對象 契約日期 主要內容 

中化 技術
合作 

健亞生物科技 2008.01~ 抗糖尿病新藥研發聯盟合作協議書
（國衛院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例合
作研究計畫） 

技術
合作 

Ajinomoto Pharma 1994.01~ TPN 營養製劑的製造販賣 

技術
合作 

動物科技研究所 1999.11 起
10 年 

公豬新鮮精液稀釋保存液配方與製
造技術合作 

中天
生技 

技術
移轉 

日本 Young 株式會
社 

2000.04~ Young 養生液製造技術移轉 

專屬
授權 

中央研究院 2007.09~20

27.09 

1.由台灣本土菌株發酵液中分離及
定性抗菌、及抗流感之有效成分 

2.由台灣本土菌株發酵液中分離及
定性抗癌之效成分 

3.「大豆共生發酵液」中抗癌物質之
分離及定性 

非專
屬授
權 

中央研究院 2009.06~20

14.06 

與中央研究院簽訂授權契約，利用中
研院發展之噬菌體顯現 scFv 技術，
開發人類抗體庫，並進行人類疾病治
療與診斷抗體篩選 



《生技/製藥廠商聯盟及授權標竿案例與 

價值分析》 

紙本定價:3000 點 

全本電子檔下載：6000 點;亦可依各章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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