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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生物技術1產業深具發展潛力，為我國重點推動發展之高附加價值、知識導

向型產業；近年來，國際間生技產業發展迅速，關鍵性技術與發現日新月異，同

時帶領生技產業走向多元化的發展。綜觀當前生技產業先進國家，政府提供良善

的政策規劃與環境、完整的產業架構、深厚的基礎研究與應用、健全的智慧產權

維護機制、靈活的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等，造就了歐美生技聚落的發展和新創事

業的熱絡，例如美國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聖地牙哥、西雅圖及華盛頓市地區，

英國的倫敦、劍橋、牛津的鐵三角生技區域2。 

 

一般來說，創新指標的衡量標準之一，『研發支出占銷售比例』的平均值在

生技產業平均高達21％3，其研發投入比例可謂為各類產業之首。以國科會2003

年的資料顯示我國生物科技之研發支出占銷售比例為34.9％，但是我國生物技術

整體所投入的研發經費占全國研發經費比例僅僅1.6％，遠低於積體電路的63.8

％4。這樣的數據顯示，生物技術產業在我國尚未成熟，研發的能量主要聚集於

學術單位或研發機構，因此在探討生物技術移轉機制時，國內的研發機構是相當

重要的研究對象。 

 

我國經濟發展十分依賴技術引進與技術移轉，其原因可歸納以下三點：第

一、我國在研發上的投入不足，因此自行研發的數量不多；第二、我國產業發展

十分依賴高科技產品，而且這些產品又非常重視技術的應用，因此企業需要新技

                                                 
1 本研究所定義的生物技術在新生物技術領域，主要是在細胞學與遺傳學綜合的研究成果上的應
用。而傳統的以微生物為主的發酵、釀造等技術並不包含在內。 
 
2 產、學研合作搞生技業成功率較高，工商時報，2002/9/28。 
 
3 R＋D 2004 全球企業 R＆D實力總評比，數位時代雙週刊，2005年 1月，頁 113。 
 
4 國科會，2004年中華民國科技技術要覽，國科會網站：http://www.nsc.gov.tw/tech/index.asp 
 



 2

術；第三、利用技術移轉可以彌補上述的缺陷5。時至今日，技術移轉已成為國

內研發單位與企業之間，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一種提高技術水準，切入市場、

發展商業化產品的重要方式。 

 

另外一方面，生物技術產業仍在萌芽的階段，生物技術移轉課題便更顯重

要，除了與國外相關公司間進行技術移轉外，政府補助國內研發機構從事各類研

發活動，長久以來也累積了許多智慧財產權的產出，在科學技術基本法6頒佈後，

也給了研發機構智慧財產權商品化具有法源依據。更使相關政府補助研究機構的

技術移轉的相關研究領域開展嶄新的局面。 

 

在我國碩博士論文發表方面，研發單位的技術移轉論文，已經有相當的發表

7。但是生物技術與其他產業有一定的相異處，研發機構生物技術的相關技術移

轉論文，仍然很少。仍有許多研究空間值得探討，因此針對生物技術、研究機構

與技術移轉三方面的主軸進行本論文之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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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又技術移轉了多少件項目，或是得到了多少的

授權金、權利金、及股票收益，而是在推動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需要產

                                                 
5 劉江彬、黃俊英。智慧財產管理總論。p310。科技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2004年 2月。 
 
6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相關規定：『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
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

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

之限制。』  
 
7 以我國碩博士論文網搜尋關鍵字『研發單位』、『技術移轉』計有 195筆資料（截至民國九十五
年七月二十日為止），進一步整理與研發單位的技術移轉相關性高論文約有 4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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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在產、官、學、研之間也要有良好的互動及分工。每個研

究機構的在組織定位、發展歷程、技術類型、組織文化等都是不同，在台灣生技

產業發展上皆扮演重要且關鍵角色。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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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前述研究之動機與其背景，本研究乃以我國在生物技術相關研究機構的

技術移轉中心為研究對象，並廣泛的進行相關文獻與資料的蒐集，以探討： 

1. 研究機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技術移轉上的運作機制為何？ 

2. 不同屬性的研究機構在我國生物產業發展上扮演的角色為何？ 

3. 推動國內生物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機構與產業界間互動有哪些關

鍵的因素？ 

4. 在研究機構的內部組織上與政府生技產業政策的推動上有何建議？以加

速國內生物技術產業發展。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進行及流程如圖1-1所示：首先，提出與本研究有關之研究動機，

廣泛的吸收技術移轉與生物產業相關的資訊，並確認進行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

第二，針對本研究的方向作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整理，並對過去的文獻加以探討，

主要針對技轉相關的法規背景、研究機構的技術交易（移轉）、生物技術與生技

產業特性三大主軸；第三，根據過去的理論與文獻，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第

四，對實務界進行專家訪談，並對個案加以整理；第五，對研究個案進行分析研

究，並提出研究發現；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並闡明本研究的實務意涵，

以及提出未來可進行的相關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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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研究流程圖 

 

研究機構的技術 

交易（移轉） 

確定研究主題 
與目的 

建立研究架構 
與訪談問題 

訪談個案單位 

文獻探討 

美國與我國技轉相

關法規背景 
生物技術與 
生技產業特性 

個案整理與分析 

研究結果與建議 

廣泛吸收技術移轉

與生技產業資訊 



 5

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節的摘要如下： 

第一章  緒論 

闡述本研究背景及動機，說明研究目的、問題探討，及論文撰寫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分別整理「美國與我國技轉相關法規背景」、「生物技術與生技產業特性」、「研

究機構的技術交易（移轉）」等相關研究，作為本研究探討的文獻。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根據文獻探討發展出本研究架構，接著說明本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的方

式，以及研究限制。 

第四章  個案研究 

    本章各節分別說明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和生物技

術開發中心等四家國家生物技術研究機構，依據研究架構進行詳細的個案描述。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配合研究架構與個案分析，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與討論。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彙整個案分析及研究發現引導出本研究之總結與心得，並從學理及實務的角

度上，給予後續研究者相關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