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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全球的經濟發展已邁入所謂知識經

濟的紀元。生技產業係以科學研究為基

礎，非常強調創新發展的產業。因此，發

展生技產業的國家，政府必須投入大量資

源於國內的研究發展活動；而且國內也必

須具有足夠的科技人員來支持產業的研

發創新活動，所以生技產業的發展，可使

高知識水平之專業人員得以發揮其所長

並獲得新穎之知識。 

 

近年來台灣高等教育體系的擴充相

當快速，目前每年培育大學以上相關學門

之畢業生估計達五千人以上。此外，生技

相關之研究機構如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

研究院生物醫學工程中心、生物技術開發

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等亦擁有大量之生

技專業人才，可以供應產業發展之需要。

因此，為加速推動我國生技產業的發展，

洞燭機先的生物科技產業人力培育、吸引

及整合規劃，有其必要。 

 

以下將針對我國生物科技人力之供

需現況，以及未來需求趨勢進行分析，並

且提出發展策略與建議。 

 

貳貳貳貳、、、、台灣生技人力之供需現況台灣生技人力之供需現況台灣生技人力之供需現況台灣生技人力之供需現況  

一、台灣生技人力分析 

由於生技相關部門包括中研院生命

科學相關研究所、行政院各部會署的財團

法人研究機構、生技產業相關公司、大學

育成中心與科學園區生技廠商、與其他產

業生技研發部門等生物科技相關科系進

行統計以及需求推估，以掌握我國生技人

力之全貌。 

 

二、台灣生技人力之現況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2007年我國生物

科技發展相關的人數為 6,061 人，其中生

技公司 2,389 人，生技產業相關廠家 613

人、研究機構 3,059 人，若再加上大專院

校生物科技「核心科系」與「周邊科系」

之助理教授、副教授、教授有 3,682 人，

共計 9,743 人，充其量跟美國一家大型製

藥廠或研究型大學差不多。 

 

三、台灣生技研發人才之現況 

生技產業在台灣仍屬新興產業，因此

除了掌握目前生技人力之現況外，實際上

帶動生技產業之研發人才人數亦值得注

意。「人力」資源在產業發展一向扮演重

要的角色，但「人才」才是生物科技發展

最關鍵的部分。我國生技產業之發展必須

著重人才之掌握，技術便自然隨著人才而

來。由於台灣缺少大型製藥公司，新創的

生技公司規模又太小，因此大部份的生物

科技研發人才，都散落在學術與研究界，

使得目前生物科技的研發能量，幾乎都蘊

藏在研究與學術機構。 

 

四、台灣生技人力之需求 

由於台灣的生技產業剛起步，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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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維持在小規模階段。我國生技人力經由

調查的需求人數 2007年 3,999人，呈現逐

年擴張之趨勢。若再考慮大專院校生技人

力之需求，在此假設大專院校的人力需求

數為研究機構的 0.8 倍，因此初步推估我

國生技人力總需求分別為 2010 年 7,385

人。 

 

五、台灣生技人力之供給 

由前面的需求調查可發現碩博士需

求占生技人力總需求比例平均高達四分

之三，所以生物科技人力的主要供給來源

為研究所（含）以上教育程度之畢業生。

其中，「核心科系」共有博碩士班學生

4,973人，博碩士班畢業生人數 1,264人，

可視為我國生技產業的主要研發人力來

源。 

 

六、台灣生技人力之供需分析 

針對我國分別進行各項科系（專長）

之人力供需推估，各年研究所畢業生人數

可維持不變，研究所碩博士班畢業生數作

為各年生技人力供給推估值。至於需求面

數值為短中長期新增需求調查結果，再加

上大專院校需求推估值，即為我國生技人

力之總需求推估值。兩者之差額即為人力

供需失衡之現象。 

 

參參參參、、、、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國內教育體系每年所提供的生技相

關「人力」總數，供給量超過需求量，也

就是生物科系之大部分「周邊科系」與「支

援科系」呈現供過於求之現象，但就生物

科技之「核心科系」與部分「周邊科系」

而言，碩博士畢業生在目前即已無法滿足

產業及學術研究機構的需求，而且供給面

若繼續維持現狀，生技人力之超額需求將

日益惡化。尤其，產業發展的關鍵是生技

「人才」問題，教育體系即使調整科系內

容也未必能在短期內可培育產業發展所

需的「人才」，有賴確切落實行政院「科

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中人才的培育與

海外經驗之引進。 

 

因此建議如下： 

1. 生技產業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產業，國

內如要發展生技產業，就必須和國際接

軌，提供優厚的條件、適合的居住環境、

良好的教育制度，延攬優秀的國際人才來

台，藉助國際的力量來提升國內生技水

平。 

2. 建議經濟部生技醫藥推動小組設立網

站，提供生技人才職位服務和培訓等資

料，及採用〝技術培訓集點〞形式，鼓勵

生技公司、或傳統部門有意進行生技產業

之經營或技術轉型的企業等員工進修相

關課程，並以優惠方式鼓勵企業提供員工

再培訓，以提升員工新興生技等相關領域

知識，以因應生技研究發展之快速變化等

競爭。 

3. 人才是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不

過，目前國內大學、研究機構的人才移轉

設限甚多，以致人才無法進入產業界，徒

具技術移轉的機制，卻缺乏人才促成技術

商品化，因此，如何放寬人才「借調」的

規定，將是學界人才是否可以適度引入產

業界，協助產業發展的關鍵。 

4. 為落實產學合作並促進知識產業化，大

學對於研究人員及教授的評鑑與升等，不

應只是以學術論文的發表衡量其研究成

績，也要考慮納入專利取得與實施的成

績。此外，教育部與國科會應鼓勵跨院校

之間的合作，取消合作發表的第二作者以

後不列入評鑑的規定（目前只有第一作者

有 credit，降低合作誘因），以促進學術界

之合作研發、知識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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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領域知識整合型高級人才我國生技

發展的關鍵，建議國內大專院校增設開授

依業者所需並結合生技相關跨領域專業

課程及進修課程（例如：生技產業分析與

經營、投資評估分析、法律智財、行銷管

理等），並邀集具產業經驗人士擔任講

師，業者可就其員工現有專業以外，鼓勵

其再進修，以利加強科技跨領域整合等人

才深度養成。 

6. 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最需要具實際產業

經驗之人才，故創業人才之引進在產業發

展現階段是非常重要，建議可參考英國鼓

勵海外人才在英國創業之辦法，再配合我

國全民英語程度之提升、全面生活環境之

改善、碁盤建設之強化等，吸引先進國家

大型生技公司的事業經營人才，期許生技

產業能在可見的短期內成為我國另一主

流產業。 

7. 企業界及大學機構可考慮以合作契

約，提供獎學金給科技基礎良好、但經濟

發展不若我國之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學畢

業生來台進修，可厚植未來的儲備人力。 

 

施正雄 

德商拜耳股份公司台灣分公司經理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