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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 

第一節、生技醫藥產業 
（一）前言 

生物技術的原文「Biotechnology」，具有「利用生命科學的工業技術」之含義。聯

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中對生物技術的定義簡

明扼要的規範為「生物技術是利用生物系統、活生物體或者其衍生物為特定用途而生

產或修飾產品或過程的任何應用技術」。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結構逐漸朝向高齡化，民眾對於醫療保健支出、健康

管理照護、維護生活品質有更高標準的要求，帶動生技醫藥產業的快速成長，未來發

展前景相當看好，亦為各國致力推動的重點發展產業之一。 

（二）產業架構及範疇 

生技醫藥產業是以製造該產品的技術來定義，其範圍相當廣泛，從應用生技產業

包含食品、農業、環保等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之產業，以及醫藥產業包含藥品、

醫材的開發，均屬於生技醫藥產業之範疇。各國對於生技醫藥產業之定義及分類受到

其發展歷程、優勢及重點而有所差異。我國將生技醫藥產業分為製藥產業、應用生技

產業及醫療器材產業等三大主產業領域，再依其產品及服務細分為各次產業領域。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 

圖 1-0-1-1 我國生技醫藥產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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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全球總體經濟現況 

第一節、全球 GDP 變化 
綜覽全球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受到高收入國家及部份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影

響，而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眾多且複雜。根據世界銀行在 2016 年 6 月所發布的全球

經濟預測報告中，由於歐美的經濟呈現轉好趨勢，使得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略有成長，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不如預期，總體而言 2015

年的 GDP 成長率為 2.4%，較前一年衰退 0.2%，預估 2016 年全球 GDP 成長率為 2.4%。

而全球的經濟成長主要受到四大經濟體影響，包括了美國、歐元區、日本和中國大陸

四個地區，因此本文針對此四個區域，從金融政策、勞動市場與就業率及匯率進行說

明並預測 2016 年的經濟成長率。 

美國以量化寬鬆政策建構有利的融資環境，就業率的提升與油價的下降，可望增

加家庭可支配的支出金額，進一步帶動消費而刺激經濟的成長，而 2015 年底美國聯

邦儲備委員會決定升息，打破執行量化寬鬆政策以來從未升息的局面。雖然美國聯邦

儲備委員會透露 2016 年將升息四次，但在其他各國央行仍有意維持量化寬鬆政策，

且美國國內經濟各數據仍未十分樂觀的情況下，使得升息次數降為二次，加上美元升

值與新興國家需求降低，不利美國出口額的增加，使得美國淨出口降低，成為不利經

濟成長的因素之一，而美國也是產油國之一，國際油價的低迷雖然可促進民眾的消

費，但是對石油生產企業卻是不利的影響，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的成長。估計 2016 年

的經濟成長率為 1.9%，較 2015 年下滑 0.5%。 

在歐元區的部份，歐洲央行啟動了量化寬鬆政策，提供了有利的融資條件，有助

於投資的增加，而歐元的貶值，也使得貿易順差擴大，製造業指數持續上升，相對地

勞動力市場也有所改善。加上低油價與可支配消費金額增加，促進消費金額增長，提

升消費者信心指數。但受到部份國家的財政困境拖累，以致影響整體歐元區經濟成

長，預估歐元區 2016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1.6%，維持 2015 年經濟成長的水準。 

日本在整體企業營收上升與政策的刺激下，經濟仍處於低成長的情況。雖然日圓

走貶，但大部份企業都將生產線外移至海外，並由海外子公司所掌控，因此日圓走貶

並沒有對日本出口有明顯助益，而疲弱的出口增長不敵消費緊縮及投資不振，在相互

抵消之下，無法有效提升經濟成長。日本央行持續維持量化寬鬆政策，但預期要達到

的 2%通膨目標可能無法在 2017 年前達成。在勞動力市場中，人才短缺的缺口持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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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全球趨勢發展與重大事件 

第一節、趨勢發展 
（一）善用大數據資料庫，智慧解讀市場資訊 

大數據（big data）是近年來在各行各業相當熱門的話題，也是未來趨勢科技的重

點之一。究竟什麼是大數據呢？大數據顧名思義又稱為巨量資料，是指將大量

（volume）、可快速取得（velocity）、種類多樣性（variety）和真實性（veracity）的資

料，運用資訊科技分析彙整出具有價值的數據，幫助產業界了解市場現況及預測未來

發展趨勢，以期在制定決策時提供可參考的科學性依據。 

大數據取得的來源非常多元，例如可利用網路搜尋引擎 Google、百度等，社群網

站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以及運用網路購物平台、網站瀏覽、銀行或股票

等網路交易、智慧感測器、各式行動裝置結合應用程式 APP、政府單位的開放資料庫

如交通資料庫及健保資料庫等、以及企業自建的資料庫等多種方式蒐集。 

大數據可應用的領域相當廣泛，包括生技醫療、政府單位、零售通路、電子商務、

金融業、交通運輸、製造業、娛樂產業等，隨著大數據研究的蓬勃發展，已在全球產

業界產生重要的影響。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研究指出，2015 年全球大

數據市場規模預期超過 200 億美元，預估 2018 年市場規模可達 415 億美元，成長力

道極為強勁，未來發展潛力備受看好。 

雖然運用大數據的分析可帶來龐大的商機，但在實際應用上也面臨需要克服的挑

戰，首先是是否有專業的資料分析人員，可從龐大的資料庫中取得真正有價值及正確

的數據，並能經由運算、分析、彙整，將其解讀出有效的資訊；另一方面，在資料蒐

集上，須注意數據來源的取得是否涉及侵犯隱私權及違反個資法，以避免影響消費者

的權益。 

觀察目前應用生技廠商導入大數據的應用情形，以中國大陸知名營養保健品公司

湯臣倍健為例，湯臣倍健子公司香港佰瑞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7 月投資入股擁有全球

用戶量最多的女性健康類 APP—「大姨媽」的控股公司 KangSeed Technology Ltd.。「大

姨媽」APP 以女性個人化經期健康管理為經營主軸，進一步擴展至懷孕、親子、兩性

等主題，提供女性用戶記錄身體健康狀況及心理諮詢。透過與女性用戶的密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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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全球應用生技產業概況 

前言 
所謂的生技產業即為使用活生物體或分子及細胞技術，進行產品開發、生產及技

術服務之產業，其涵括領域包括農業、食品及藥品等。根據 IBISWORLD 的估計，2011

～2015 年全球生技產業營收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為

9.2%，至 2015 年達到 3,118.3 億美元，其中以美國及歐盟兩個地區的營收最高。此外，

因新興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等國政府策略性支持、生活水準提高、醫療保健環境及

觀念的改善，使得相關生技產業的市場需求成長速度加快，帶動當地產業的發展，推

升全球生技產業成長。預估全球生技產業 2015～2019 年營收的 CAGR 為 9.3%，至 2019

年將可達 4,448.8 億美元。 

 
註：IBISWORLD 之生技產業範圍為使用生物、細胞或分子技術，開發出在可使用於農業、食品、

工業用和醫藥生產中使用的產品 
資料來源：IBISWORLD；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圖 2-3-0-1 2011～2019 年全球生技產業營收變化 

進一步分析生技相關的公司在全球分布之情形，以觀察全球各地區生技產業發

展，其中，北美及歐洲的廠商數目占比最高，北美地區占 43.2%（其中美國占 35.3%），

其次則是歐洲，占 33.7%，顯示這兩個地區不但是生技產業重要市場，也是產業重要

的技術發展指標。而亞洲地區的公司數目雖僅占全球的 8.0%，但由歐洲專利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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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應用生技產業總覽 

第一節、產業環境 
（一）政策 

近年來政府推動生技產業不遺餘力，由產值、廠商對產業之看法及資本市場等面

向均可看到產業的進步。自 2009 年開始，透過「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與「臺

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等政策推動，帶動整體生技產業的成長。2015 年「臺灣生

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結束，為規劃生技產業的下一個發展方向，行政院科技會報辦

公室依據 2014 年的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Bio Taiwan Committee, BTC）的決

議，招開跨領域、跨部會的策略會議，規劃生物經濟發展方向，並於 2015 年 BTC 會

議中探討發展策略、目標及行動措施，期待藉由生物技術加值製藥、醫材、保健照顧、

食品及農業領域。 

2015 年行政院通過「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並自 2016 年起實施，使用之

策略包括技術提升、法規調和、人才培育、產業化與國際化、資金協助與其他，藉此

提升產業發展，增加產業競爭力，擴散其果效之後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增加國民健康、

讓生活更加安心、農業優質化及產業發展均衡。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圖 2-4-1-1 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之生態體系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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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再生醫療產業 

第一節、臺灣 
（一）產業環境 

1. 產業定義與範疇 

我國再生醫療產業包括「細胞治療」及「組織工程相關生醫材料」兩大領域，其

定義及範疇如表 3-1-1-1 所示。目前細胞治療相關的服務或產品以細胞儲存服務為主，

包括幹細胞及免疫細胞儲存，細胞治療產品都仍在研發階段，尚未有產品上市。組織

工程相關生醫材料則以膠原蛋白、透明質酸為主要基質開發產品，應用於骨科、牙料、

敷料等領域。 

表 3-1-1-1 我國再生醫療產業定義與產品範疇 

應用領域 定義 產品範疇 

細胞治療 

使用取自病患同種自體（autologous）、
同種異體（ allogeneic）或異種異體

（xenogeneic）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之體細胞或幹細胞，並經體外培養

後所衍生的細胞，以達到疾病治療、診

斷或預防目的之醫療技術 

（1）幹細胞儲存服務（以造血幹細胞

及間質幹細胞為主；造血幹細胞如臍帶

血、周邊血，間質幹細胞如臍帶、牙齒

及脂肪）及其細胞治療產品；（2）免

疫細胞儲存服務（如樹突細胞、自然殺

手細胞及 T 細胞）及其細胞治療產品 

組織工程相關

生醫材料 

利用組織工程、生物技術、基因工程等

技術所開發具生物相容性及生物可吸

收性之生醫材料，提供適合細胞生長的

環境，使損傷部位可以再生，以達到修

復功能 

以膠原蛋白、透明質酸為材料之產品，

應用於（1）骨科：骨填料及關節腔注

射劑等；（2）牙科：牙科敷料／填料、

牙周再生膜、牙創保護材等；（3）創

傷照護：膠原藻酸纖維敷料、膠原蛋白

敷料、藻酸鹽敷料（alginate dressing）
等；（4）醫學美容：皮下填補劑等；

（5）眼科：眼科黏彈劑（ophthalmic 
viscoelastic）、人工角膜等；（6）手

術：生物吸收性縫線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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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食品生技產業 

第一節、臺灣 
（一）產業環境 

1. 產業定義與範疇 

所謂的食品生技即是應用生物技術進行食品的研發及生產之產業，而我國食品生

技產品以補充營養或具有調理身體機能之營養保健品為主，其原料種類多樣，分為微

生物營養保健品及機能性成分營養保健品（表 3-2-1-1），其產品的型態包括傳統食品

型態（茶、醱酵乳、沖泡式飲品等）及非傳統食品型態（膠囊、錠劑、粉狀、滴劑等）

兩大類。 

本章節之研究範疇為營養保健品，其中維生素及礦物質雖屬於營養保健品，因其

生產方式多為化學合成，非生物技術，故未列入本節的討論之中，亦未列入臺灣食品

生技產值計算中。 

表 3-2-1-1 我國食品生技產業定義與範疇 

應用領域 定義 功效成分 

營

養

保

健

品 

微生物營養

保健品 

利用生物技術（如分子生物技術、醱酵、微

生物培養等）進行研發及生產具保健功效之

微生物，以其為原料所製成之營養保健品即

為微生物營養保健品 

原料範疇包括紅麴、綠藻、螺

旋藻、酵母菌、乳酸菌、冬蟲

夏草菌絲體、牛樟芝菌絲體等 

機能性成分

營養保健品 

以利用生物技術（如分子生物技術、醱酵、

純化等）進行研發及生產具保健功效之機能

性成分，以其為原料所製成之營養保健品即

為機能性成分營養保健品 

ω-3 脂肪酸、兒茶素、鳳梨酵

素、蝦紅素、葉黃素、乳鐵蛋

白、薑黃、褐藻糖膠、紫錐花

萃取物、芝麻素等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2. 政策與法規 

我國政府視營養保健品為食品，相關法規的管理重點在於產品的食用安全、標籤

資訊確實且易讀，以使消費者能得到正確的資訊，最終目的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健

康食品管理法」是政府為管理營養保健品所訂立之專法，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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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農業生技產業 

第一節、臺灣 
（一）產業環境 

1. 產業定義與範疇 

我國廣義的農業生物技術可定義為利用基因重組、蛋白質工程或是微生物醱酵等

生物技術的方式，製造使經濟作物、畜禽動物、觀賞植物或寵物能有更健康或更好的

生活品質的產品。從初級農產品的本身可延伸到肥料、農藥或疫苗等資材之應用，因

此我國農業生技產業可分成七個產品類別如表 3-3-1-1。 

表 3-3-1-1 我國農業生技產業定義與產品範疇 

應用領域 定義 產品 

動物疫苗 
指透過細菌、病毒或由生物工程技術製成，用

於預防動物疾病之製品 
禽畜用疫苗、水產動物用疫

苗、伴侶動物用疫苗等 

微生物／蛋白質

飼料添加物 
係指利用微生物醱酵或蛋白質工程生產，可促

進畜禽或水產生物健康之飼料添加物 
酵素飼料添加物、飼料添加

用益生菌產品等 

基因轉殖動植物 

乃指使用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

質轉移（或轉殖）進動／植物細胞，產生新品

種，但不包括傳統育種、細胞融合、原生質融

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體細胞變異及染

色體倍增等技術所產生之品種 

螢光觀賞魚、基改作物等 

植物組織培養苗 
係指利用無菌播種、組織或細胞培養、體細胞

融合、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所培育、繁殖生產

之植物種苗 

蘭花組織培養苗、香蕉組織

培養苗等 

生物肥料 

係指利用活體生物擔任廣義肥料之功能的產

品，又稱之為微生物肥料。這些效果包括增進

植物養分元素之供應量與總量，或刺激植物生

長，或促進植物對營養元素的吸收 

根瘤固氮菌、溶磷菌、菌根

真菌、生長促進菌等產品 

生物農藥 
係指非化學合成，來自天然的化學物質或生命

體，而具有農藥的作用 
微生物製劑、天然素材農藥

及生化製劑（Biochemical）
等 

農用檢測診斷 
係指動植物疾病診斷、遺傳性狀鑑定、食品藥

物殘留檢驗等用途之檢測試劑或晶片 
動、植物疾病檢測診斷試劑

等產品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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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生技特用化學品產業 

第一節、臺灣 
（一）產業環境 

1. 產業定義與範疇 

各國對於生技特用化學品（bio-based speciality chemicals，以下簡稱生技特化）產

業之定義，並無統一標準，彙整國際間對於生技特化之定義為利用生物技術，如生物

程序、生物代謝產物所產生之具有特殊功能的高附加價值化學品，包含：胺基酸、酵

素、生體高分子、天然色素、天然香料、天然抗氧化劑、天然界面活性劑…等。生技

特化應用的產業眾多，目前主要應用領域為工業用酵素及化妝品產業。 

表 3-4-1-1 我國生技特用化學品產業定義與產品範疇 

應用領域 定義 產品範疇 

生技化妝品 
含有運用或來自生物技術之成分（如玻尿

酸、果酸、膠原蛋白、植物萃取物、Q10
等）所製成之化妝保養品 

皮膚保養品、髮用製品、彩妝

品、香水等化妝保養品 

工業用酵素 酵素於工業方面之應用 
清潔用、纖維用、紙漿用、紡

織用及皮革製造用酵素 

其他生技特用

化學品 

其他利用生物技術，如生物程序、生物化

謝產物所產生之特定化學品，如來自動植

物之蛋白質水解後生成之胺基酸、由生物

體所生合成之生物性高分子聚合物，包括

蛋白質、動物膠、多醣類等 

胺基酸、生體高分子（膠原蛋

白、玻尿酸、幾丁質、幾丁聚

醣、纖維素、甲殼素等）、天

然色素、天然香料等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因國內從事工業用酵素、胺基酸、生體高分子等其他生技特化產品生產之廠商甚

少，幾乎是由化妝品廠商及生技製藥公司兼做胺基酸、生體高分子之生產，故本文在

產值分析、產品生命週期、廠商家數、廠商類型部分，僅針對符合我國生技特化之產

業定義與產品範疇之化妝品廠商及其他生技特化產品廠商進行統計分析。 

因生技化妝品實際上與化妝品產業息息相關，但不易區分其產業結構、市場、產

品，故在政策與法規、市場、進出口、廠商、產品等部分將以化妝品整體產業狀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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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生技製藥服務業 

第一節、臺灣 
（一）產業環境 

在政府政策推動下，臺灣生技產業的產值表現、企業投資及研發技術等皆有顯著

成長，在能量蓄積的同時，國內生技醫藥的發展重點也朝新藥開發之價值創造目標邁

進，臺灣生技製藥服務業在整體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帶動下，因而受惠成長。近年在

政令推動、科技進步等支持下，國內生技製藥服務業在藥物開發、臨床前／臨床試驗、

產品製造等各階段之能量，已逐步符合國際標準的品質管控與生產技術。在臨床試驗

環境方面，為了建置新藥臨床試驗的優良環境，以提升我國臨床試驗的能量與研究體

系，我國衛生福利部持續積極輔導及強化國內醫療院所在臨床試驗的品質及跨院合

作，目前國內臨床試驗體系建置已趨於完備；在研究發展方面，政府推動臨床試驗合

作聯盟，依不同的疾病領域整合醫學中心及學研單位，以利專精在特有疾病領域的研

究及試驗的執行。 

近年來我國執行臨床試驗案件數逐年增加，其中又以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增加率

最高，表示我國持續累積臨床試驗的執行經驗與品質，已開始吸引國內外廠商在臺灣

執行符合國際規格的大型臨床試驗。未來隨著新政府以連結未來、連結國際及連結在

地之三大主軸，打造臺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的政策推動下，可望使

臺灣逐步朝亞太區最具競爭力的臨床試驗重鎮之一的目標邁進。 

國內部分公司皆有提供委託生產的服務，但多是在自給有餘的情形下，將閒置或

剩餘的產能提供給有需求的公司，專業的 CMO（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的公司雖然並不多，但在 2015 年起國內西藥製劑製造工廠應全面完成實施 PIC/S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政策後，國內 CMO 廠商之工廠規格已

符合國際標準，而國內 CMO 廠商生產設備陸續建置完成，能為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

商提供試驗需求的選擇也越來越多，隨著全球新藥開發及製造委託服務逐漸轉移至亞

太市場，國內生技製藥服務業仍有許多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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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新興基因編輯技術在植物改

良上的應用及未來發展 
地球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人類活動產生的酸雨和重金屬等汙染，

這些非生物性逆境，包括乾旱、淹水、高溫、寒害、鹽害、離子毒害和輻射線都是造

成農產作物之產量和品質受損的主要因素。近年來，植物逆境反應基因的研究蓬勃發

展，利用各種生物技術策略已將部分逆境相關基因表現與調控途徑解開。然而，逆境

反應無法以單一途徑來解答，各種逆境調控路徑形成錯綜複雜的調控網絡來協同調

控。目前多數基因工程改良作物抗性、品質和產量的成果，多數為利用傳統基因工程

技術或基因轉殖和傳統育種將調控增強模式植物（model plant）和作物的抗逆境能力

或質量。目前新興基因組編輯技術（genome editing tool）已日趨成熟，其具有傳統基

因轉殖系統不可及的優勢，基因組編輯技術如同巡航導彈一般，精確地修飾作物基因

組上的基因，從單點突變、DNA 片段插入取代或移除，甚至進行多基因修飾，皆能有

效率的進行。當前常用的基因編輯技術使用不同的基因工程核酸酶〔engineered 

nuclease 是指客製化序列特異性核酸酶 customizable sequence-specific nucleases

（SSNs）〕來進行 DNA 同源性重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主要包括了：（1）

鋅指核酸酶（zinc finger nucleases, ZFNs）；（2）TALE 核酸酶（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TALENS）；（3）CRISPR-Cas9〔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associated nuclease 9〕（Jain, 2015）。SSNs 可專一

辨識並切斷特定基因形成 DNA 雙鏈斷裂區（double-strand breaks, DSB），進一步活

化誘導性 DNA 雙鏈斷裂反應修復途徑〔DNA double-strand break（DSB） repair 

pathway〕，借助於細胞內原有的同源定向修復／同源重組（homology direct repair, 

HDR）或非同源末端連接途徑（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NHEJ）兩種路徑來進行

DNA 修復，使斷裂的 DNA 雙鏈重新黏合，以完成特定序列的插入、取代或剔除等編

輯程序（圖 4-1-0-1）（Gaj, Gersbach, and Barb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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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大數據分析用於生技產業的

開發 
大數據（Big Data），又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大資料，主要具備 4Vs，即資料

量大（Volume）、輸入輸出或處理速度快速（Velocity）、資料多樣化（Variety）以及資

料真實性（Veracity）這四大特性，並且，隨著大數據認識的深入及擴展，更多的「V」

被用來解釋大數據，比如 Value、Victory、Valisity 等[1, 2]。 

近年來，食品生技產業、化妝品產業、農業生技產業、環保生技產業、生技製藥

產業、生技製藥服務業、再生醫療產業等生物技術產業的巨量資料迅速積累，伴隨著

大數據處理關鍵技術的突破、雲端數據共享等契機的發展，大數據將在促進各行業發

展或變革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並帶來更加豐富且更有價值的產出。以下將分別介紹大

數據分析應用於生技產業之範例，以讓讀者更深入了解大數據，並激盪出對其分析結

果之應用有更多的想法。 

一、生活相關應用 
（一）食品生技產業 

舌尖上的大數據在食品生技產業的應用牽涉層層環節，從上游的化學成分、基因

工程、細胞工程等食品原料的供應及研發，到中游的加工製造過程，再到下游的代理

銷售及通路，並且，其在各個環節多樣化資料的品質監控也是大有可為。 

1. 全球 

矽谷新創公司 Hampton Creek 公司運用植物分子資料庫及研究雞蛋功能成分，成

功研製了植物性雞蛋，並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資料庫，挖掘植物之特性，以經濟

便宜、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有益為考量，希望能夠製造出更多營養且美味的大數據

食品[3, 4]。 

科技巨頭 IBM 涉足食品產業，「烹」製資料，「調」配感知，利用大數據來計算並

設計創新食譜，其原理是透過蒐集化學資料、神經學資料、營養學資料、大眾口味偏

好或習慣等巨量資料之間的關係，基於傳統菜譜來創造迎合大眾的新型食譜[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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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CO2捕獲與生質產業 

前言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於 1992 年通過，並於 1995 年起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然而該公約沒有對個別締約方規定

具體需承擔的義務，也未規定實施機制，實質上無法律約束力。UNFCCC 其後於 1997

年制定京都議定書並於 2005 年開始強制生效，是目前全球唯一對二氧化碳（CO2）減

量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公約，所訂定之減碳目標為較 1990 年排放水準降低 5.2%，列

入管制的國家共 39 國，但迄今仍未達到原訂於 2012 年之減量目標。其後 2012 年 COP 

18 大會中決議延長京都議定書，將承諾期之時程延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即為第

二承諾期。2013 年 COP 19 大會中各國同意於 2015 年之前提出新減排協議及正式建立

「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機制。其中新減排協議將依「共同但有區別責任與

各自能力」原則及考量不同國情下，促請各締約國提交「國家自主決定的預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並對其應涵蓋之內容達成共

識，要求締約國對氣候貢獻應更明確及透明的提出減碳目標，提交後必須公開於

UNFCCC 網站。2015 年 COP 21 大會決議將全球目標升溫訂於 2℃，並致力限制在 1.5

℃，此外技術專家將會審議各締約國所提出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NDCs（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也會要求已開發國家在資金與技術上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

減碳作為，並期望巴黎協議能於 2020 年時接替京都議定書。2016 年 2 月 16 日開放簽

署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已有 177 個國家簽署巴黎協定；其中 16 個國家已提交批准

書。另外至今已有 162 國遞交 NDC，涵蓋全球 98.8%的排碳量。相較京都議定書，巴

黎協定等於將減碳義務從已開發國家擴大到整個世界，此外也確立每 5 年檢討成效，

2023 年開始首次的檢討。 

巴黎協定簽署後，許多國家已致力推動國內自主減碳計畫及立法程序，落實減排

目標，其中瑞士及歐盟率先提出 INDC 目標。瑞士提出 2050 年排放量較 1990 年減少

70～85%；歐盟 28 個國家共同目標是在 2030 年碳排放量至少減少 40%，可再生能源

占最終能源消耗的 27%。全球兩大排碳國（中國大陸與美國）也相繼制定減排目標，

中國大陸減碳策略在於控制煤炭消費總量、降低火力電廠發電的碳排，並大力發展再

生能源，INDC 目標為 2030 年碳排密集度相較於 2005 年減少 60～65%；美國減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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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從孑孓階段開始的病媒蚊生

物防治 

一、病媒蚊與傳播疾病 
蚊蟲屬於昆蟲綱（Insecta），雙翅目（Diptera），蚊科（Culicidae），口吻細長，

擅飛行。蚊蟲為完全變態，成蟲產卵於水際，卵孵化出幼蟲（孑孓）。蚊蟲為瘧疾、

日本腦炎、登革熱、西尼羅熱、黃熱病及最近發生的茲卡病毒感染症等疾病的傳播媒

介，居於公共衛生四害（蚊、蠅、蟑螂、老鼠）之首，分布最廣，且居家最常見 1。

這些蚊媒傳染病除日本腦炎外，目前並無疫苗可預防相關傳染疾病，病媒蚊防治現仍

以化學藥劑為主，基於化學農藥的安全性、病媒蚊抗藥性的產生、環境生態的保護等，

因成蚊飛行速度快、移動範圍廣，藥劑噴灑難以完全消滅，可從移動不便的蚊子幼蟲

（孑孓）為切入點，蚊子產卵需要有水的地方，所以在任何有積水的地方，都有發生

蚊子的機會，於幼蟲開始防治，是為防治病媒蚊的根本之道，為尋求有效、長期且大

規模的永續因應策略，微生物殺蟲劑成為重要選項之一，本文針對微生物殺蟲劑—蘇

力菌以色列亞種（Bacillus thuringensis subsp. israelensis, 以下簡稱 Bti）介紹。 

二、Bti 的菌株特性及病媒蚊防治機制 
Bti 是 1977 年 Goldberg L. J. 和 Margalit J.2 在以色列，採集蚊子幼蟲繁殖場所的

10 個土壤中，分離菌株中編號 60A，發現對五種蚊蟲幼蟲具有快速毒殺活性，且其內

毒素可抗 UV 和具高溫忍受力。 

Bti 是好氧性革蘭氏陽性桿菌，營養體呈桿狀，兩端鈍圓，大小約 0.9～1.1μm；

單個或兩個以上呈鏈狀存在。孢子為休眠體；對高溫或者乾燥等不良環境有較強的抵

抗力。在外界條件適宜時，營養體進行分裂生殖；當營養體成熟或者外界條件苛刻時，

將進入產孢循環。包裹在孢子與晶體外側的細菌壁在後期破裂，釋放出自由的孢子和

伴孢晶體（parasporal crystalline inclusions）；當外界條件適宜時，孢子萌芽為營養體

進而開始新的生命循環 3（圖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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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產業外部影響環境分析 

第一節、總體環境及新興議題之因子及分析 
因子 影響 

景氣變動

影響消費

力 

歐美經濟趨向穩定，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不如預期，預估將影響全球經濟成長

趨緩，短、中期內直接影響食品生技及生技特用化學品等消費性產業；長期則

是影響農業生技、再生醫療及生技製藥服務業等非消費性產業的成長 

資訊科技

導入 

善用資訊科技，可提升生技製藥服務業之臨床試驗資料品質、縮短臨床研究週

期，加速藥品開發時程，另在其他應用生技產業如食品生技、生技特用化學品、

農業生技和再生醫療中，利用大數據分析，有助於了解市場需求，預測未來趨

勢 

基因編輯

技術之應

用廣泛 

基因編輯技術廣泛應用於應用生技產業，如農業生技及再生醫療的細胞治療皆

有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進行產品開發的例子，並已有產品上市，而新技術的導入

除了改變現有產品或產業的思維，衝擊現有的法規，後續可能影響相關管理法

規的修改 

營養保健

品之管理

法規調整 

營養保健品市場龐大的利益及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讓各國政府越來越正視其帶

來的影響，進而重新檢視其管理法規，除了為確保消費者權益之外，亦為維持

產業的良性競爭，以帶動產業發展 

CAR-T療

法之應用 
於美國血液學年會中彰顯異體 CAR-T 療法未來在應用上的優勢，可做為臺灣

未來再生醫療之細胞治療產品的開發方向 

綠色生活 

綠色生活蔚為風潮，環保的議題越來越被重視。為使環境永續發展，減碳為全

球的目標之一，身為地球的一份子，臺灣不能置身事外。此外，碳捕捉技術與

生物技術結合，進行碳資源整合及應用，有助於達到循環經濟，兼顧環保及產

業需求。另利用生物技術進行病媒蚊防治可有效阻止多種疾病的帶原物種及傳

染途徑，同時兼顧環境保護議題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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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市場競爭及機會分析 
綜整總體環境篇及新興議題篇，歸納影響我國應用生技各次產業發展之重要因

子，並由產業動態篇中，全球、歐盟、美國及特色國目前的發展情形，對照我國各次

產業，分析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和挑戰（SWOT），模擬各次產業之競爭情形，並

擬定發展策略。 

第一節、再生醫療產業 
（一）市場競爭與挑戰 

全球再生醫療產業市場以歐美為主，這 2 個區域的市場合計超過全球市場的七

成。美國是單一國家中市場最大的，其市場成長潛力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而歐

盟於 2015 年 10 月核准全球首個幹細胞治療產品 Holoclar®上市，達成再生醫療的重要

里程碑，在產品開發上居於全球領導地位。 

亞太地區是全球再生醫療產業最具成長性的地區，南韓不論在法規、技術均為領

先國家，現已有多項細胞治療產品核准上市，包括 4 項幹細胞產品。而南韓再生醫療

廠商除了國內市場之外，也尋求國際合作機會，藉由日本對於再生醫療產業的重視，

積極開拓日本市場。另中國大陸目前雖尚無經核准上市的細胞治療產品，但已將幹細

胞治療列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而 CFDA 核准上市的「艾欣瞳」則是全球首個生物工

程角膜產品；此外，由於政策鼓勵，中國大陸廠商加強幹細胞轉譯醫學的投資，同時

透過國際合作或設立海外據點等方式積極進行國際市場布局。 

我國再生醫療產業包括「細胞治療」及「組織工程相關生醫材料」兩大領域。因

應全球再生醫療產業蓬勃發展，我國陸續公告細胞治療相關法規，強化細胞治療之法

源基礎，間接促進國內產業發展。目前我國細胞治療產品尚在研發階段，廠商多以細

胞儲存服務為主要業務，然國內業者在技術研發及產品開發上已漸有所成，在法規完

善、政策支持的情況下，預期未來數年國內將有細胞治療產品上市。我國已有多項組

織工程相關生醫材料上市，產品開發朝向高階技術及多元應用發展，除技術升級之

外，廠商也透過國際合作或取得各國上市許可等途徑積極布局國際市場，是帶動我國

再生醫療產業產值成長的主要動能。 

我國細胞治療產品以國內為主要市場，法規完備、產品進入臨床試驗為我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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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未來發展與建議 

第一節、應用生技產業未來發展 
隨著海外市場拓展有成、新產品上市及綠色健康生活蔚為風潮，預測我國應用生

技產業產值將持續成長，推估 2016 年我國應用生技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810 億元，2016

～2020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為 3.6%，2020 年的

產值達 935.4 億元，各次領域未來成長表現預測如圖 5-3-1-1。 

 
註：泡泡大小為 2020 年產值推估，單位為新台幣億元；CAGR 為複合年成長率 
資料來源：DCB 產資組 ITIS 計畫推估 

圖 5-3-1-1 我國應用生技產業各次領域未來成長表現預測 

預測我國應用生技產業之未來表現，再生醫療次領域之產值至 2020 年將達新台

幣 23.7 億元，2016～2020 年 CAGR 為 4.8%。再生醫療產值目前以細胞儲存服務為主，

2015 年占整體再生醫療的 63.6%，然近年來細胞儲存服務呈現小幅衰退，預估至 2020

年細胞儲存服務產值為新台幣 11.2 億元，占比降至 47.2%。再生醫療產值成長動能主

要來自組織工程相關生醫材料，由於陸續有新產品上市，加上傳統產業廠商跨足提升

產能，2015 年組織工程相關生醫材料之產值較 2014 年成長 8.9%，達 6.9 億元。預期

該領域因新產品及新廠商加持，產值將逐年提升，2020 年將成長至 12.5 億元，占比

超過整體再生醫療產值的一半，達 52.8%。 

食品生技為我國應用生技產業產值最高之次領域，約占整體應用生技產業產值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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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電子檔及各章節下載點數，請參考智網公告 

 

 

 

 

 

 

 

 

 

02-27326517 

02-27329133 

itismembers@micmail.iii.org.tw 

10669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19 樓 

 

收款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 (銀行代碼：017)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39205104110018 (共 14 碼)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請至智網網站搜尋，即可扣點下載享有電子檔。 

ITIS 智網：http://www.i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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