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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為典型的高附加價值、知識導向型產業。由政策面來看，生技產業

是我國兩兆雙星計畫中所勾畫出的新興產業之一；近年來，國際間生技產業發展

迅速，帶領生技產業走向多元化的發展。然而，我國在這股趨勢洪流中，整體生

技產業的發展上並不蓬勃。本研究針對國內從事生物技術研發的重要的研究機

構，對於該研究機構在生物技術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技術移轉機制上進行探討，

其目的不在於比較各研究機構獲得了多少件專利，技術移轉了多少件項目，而是

著重於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產、官、學、研之間的互動及分工關係上的

探討。 

 

本研究中的每個研究機構在組織定位、發展歷程、技術類型、組織文化等皆

不盡相同，但在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上皆扮演重要且關鍵角色。希望能藉由個案研

究比較分析出各單位在運作機制上的相似處與不同處，更加釐清各研究機構在整

個國家創新體系及產業發展的角色與位置。研究目的包括：1. 瞭解研究機構在

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技術移轉上的運作機制。 2. 探討推動國內生物技術產業發展

過程中，研究機構與產業界間連結互動有的關鍵因素。 3. 在研究機構的策略發

展和遇到的困難，對於機構內部組織上與政府生技產業政策的推動上給予適當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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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研究機構技術移轉單位的『運作流程』、『產研連結』、『技轉策略與

個案』三個主要構面來探討我國研究機構在生物技術移轉上的機制。研究方式採

用個案研究法以及質化研究法，深度訪談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工業技

術研究院與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四間研究機構的技轉單位主管與技轉專員，獲得

以下結論： 

1. 技轉單位需要得到機構高層的支持，同時很多重要的技轉案會採跨單位

的專案形式為之，整個技轉過程需要跨領域的團隊合作。 

2. 在技轉單位內部的運作上，近年開始有將專利業務與技術推廣業務分開

之改變，這樣的改變效果短時間還不是很明顯。 

3. 專利申請維護的預算也普遍成為技轉單位當下遇到的問題之一。研究機

構著重於專利品質，以更貼近產業與市場需求，進而強化技術移轉之成效。 

 

4. 國內在技術移轉後的相互回饋機制略顯不足，仍須再建立更細緻的互動

機制來強化後續的技術商品化。 

 

5. 現階段國內生技產業發展不蓬勃，也沒有成功的個案公司，廠商普遍經

營困難。研究機構在生物技術移轉會給予比較大的彈性，讓技術繼續開發下去為

原則。 

 

6. 技術移轉是相當複雜與專業性高的領域，與市場互動至關密切。而政府

在政策上應放在著眼於公平交易與經濟發展方面。現今經濟部已經廢除研發成果

『專屬授權』限制的相關規定。然而，在研發成果『境外實施』上的政策法令，

仍有許多爭議有待政府重視與鬆綁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