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經由本研究第五章之個案分析，可歸納出以下之研究發現： 

一、生技產業專案類型與中小企業特質之關係 

1.生物科技公司會因不同類型專案之開發目的與需求而追求技術自主性。 

 對新藥開發類型之生技公司而言，越是研發型的公司越是投入很高的

資金與資源來追求關鍵技術的自主性。 

 對於 CRO代理試驗類型之生技公司而言，越高的技術自主程度能提供

更多的代理試驗服務。 

2.生物科技公司各種的新產品開發專案專案正式化程度都普遍偏高。 

 嚴格的法令規定與實驗室規範是使專案正式化程度增加的主要因素。 

3. 生物科技公司會因不同類型專案專案人員自主性不同。 

 新藥開發公司為增加團隊彈性，工作都給予很大的彈性與自主性。 

 專案時程的限制以及較多法令規定是CRO業者對專案人員較多規範之

主因。 

 



二、生技產業專案類型與技術知識特質之關係 

1.不同類型之生物科技公司，其技術知識特質亦不相同。 

 新藥開發公司，技術知識內隱程度與技術知識系統複雜度都很高，路

徑相依程度較低。 

 CRO代理試驗類型之生技公司，技術知識內隱程度趨於中或低，而技

術知識系統複雜度與路徑相依程度較高。 

 學名藥製劑開發類型之生技公司，技術知識內隱程度與技術知識系統

複雜度較低，而路徑相依程度較高。 

 生物晶片開發類型之生技公司，技術知識內隱程度與技術知識系統複

雜度較高，而路徑相依程度較低。 

 

三、中小企業特質與創新行為之關係 

1.高度的技術自主程度，也會提高組織對失敗的容忍度。 

2.高度的技術自主程度，使得深奧技術知識變的容易溝通。 

3.高度的正式化程度，使團隊很重視非正式的互動與交流。 

4.高度的專案成員自主性，較鼓勵以摩擦性創造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 

 



四、技術知識特質與創新行為之關係 

1.技術知識內隱程度會影響共同解決問題時創造性摩擦的鼓勵以及解決問題的

方式。 

 內隱程度越高，越能夠鼓勵產生創造性摩擦，問題解決方式也非常重

視密集之互動。 

 內隱程度不是非常高，會傾向於快速解決，因此較無法產生創造性摩

擦。 

2.技術知識內隱程度並不會影響執行與整合新技術時使用者參與的程度。 

3.技術知識內隱程度越低，越鼓勵實驗風氣。 

 台灣生技公司規模較小人力資源較少，因此必須將人力集中於公司之

核心專案開發。 

 限定於較多的法規，因此降低公司實驗之風氣。 

4.技術知識內隱程度不同，外部學習的關鍵人物也不相同。 

 內隱程度較高，人員專業程度亦較高亦需要較頻繁之互動，因此外部

知識的吸收一起勝任執行，較容易傳達到所有成員中。 

 內隱程度較低較容易表達之技術知識特質，關鍵人物僅需由專案領導

人主導即可將所有知識傳達到團隊中。 

5.系統複雜程度越低，會降低專案團隊織成員異質性，問題解決方式傾向專業分

工處理而非密集討論。 

6.系統複雜程度會影響組織進行創新型試驗的意願。 



7.系統複雜程度會影響組織進行知識吸收來源的廣泛程度。 

8.路徑相依程度不同，會影響技術執行與整合的方式。 

 

五、其他發現 

1.新藥開發的公司，知識主要是附著在人的身上因此非常重視人力資源管理。 

 相當的重視挑選成員的機制以及員工保密協定的簽署。 

2.新產品開發專案，都必須經過很嚴謹的評估後才能進行開發。 

 產業研發時程較長、資金需求量龐大以及法規限制嚴格，如此高風險

的事業專案的開發都必須先經過非常謹慎的評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對於產業界的建議 

生物科技產業在高科技產業中尚屬於研發階段，而相對於資訊電子產業而

言，生物科技公司的創新管理與行為也較為模糊而非那麼明顯，對於一個正在發

展中產業而言，本研究藉由文獻與個案分析的方式，由技術知識特質的角度切

入，再透過目前各領域中標竿之公司的創新管理作為提出以下對於台灣生技公司

進行創新管理之建議： 

（一）瞭解各專案類型之特質對創新行為之影響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生技公司在各種不同類型的專案，各專案的特質都會有

相似以及相異之處，而對於創新行為也會有不同方面的影響，因此，對於各種不

同領域的生技公司而言，應該先深入瞭解公司所欲開發之專案其特質為如何，針

對各特質的特性加以分析並瞭解其對創新行為的影響，將能夠使公司掌握住重要

因素，有助於建立公司自身之競爭優勢。 

（二）共同解決問題之建議 

隨著生物科技在學術上各個知識領域發展的速度加快，以及領域愈來愈廣，

因此成員間所接觸的技術知識可能不再只是既有的領域範圍而已，因此企業必須

建立起因應跨部門、跨領域管理的時代來臨，對於能夠跨領域之領導人員的需求

增加，企業應多培養擁有 T型或 A型技巧之人才，而在技術知識交流的部分，

除了加強內部成員彼此之間非正式的互動之外，應建立起知識管理系統將各領域

之知識加以整合分享，如此對於研發的績效與生產力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執行與整合之建議 



生物科技產業應強調專業分工，而各領域及價值鏈的公司應努力於厚植本身

之核心能力，因此對於新技術的接受必須以能與核心能力相關連之技術為主，但

是生技產業各價值鏈成員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亦必須非常頻繁，尤其以生技製藥業

者更為明顯，因此代表各領域對於彼此的上、下游廠商之供應者與使用者關係亦

很密切，此時將專屬技術知識整合過程中，若能將使用者納入參與系統之開發，

必能彼此提供潛在之競爭優勢，而生物科技公司由於法規限定以及重視技術成果

的保護狀況之下可建議採取諮詢模式進行技術的執行與整合。 

（四）實驗與原型試製之建議 

台灣的生物技術公司由於研發經費普遍不足以及過多法規限定，因此，扼殺

許多生技公司內部的實驗風氣，因公司僅有足夠的財力以及為避免觸犯法規只能

將心力投注於關鍵核心能力的技術開發，因此若欲加強研發能力的企業應善加利

用國內各研究機構之能量，用以提升企業本體之能力，而在公司內部也應正視失

敗所帶來的幫助，如此便能創造出「智慧型失敗」的產生。 

（五）輸入和吸收外部知識之建議 

對於各領域生技公司相關之外部技術很多，而應多鼓勵員工向外部學習以及

培養跨領域之人才，而公司應提升專案人員自主性，讓專案人員能夠提升自主學

習之能力使每位團隊成員都能成為外部知識吸收之關鍵角色，而非僅專案領導

者。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探討其他技術知識特質以及中小企業特質對於生物科技公司的



影響 

本研究從技術知識特質的內隱程度、系統複雜程度與路徑相依程度以及中小

企業特質中的技術自主能力、正式化程度與專案成員自主性等六項特質來探討，

但技術知識特質與中小企業特質並於僅限於這六項，因此可選擇其他特質作為研

究之變項。 

（二）可將研究對象限定於單一領域 

生物科技產業又可分為許多不同的領域，而本研究選擇之個案其領域教廣

泛，而各領域異質程度很高，後續研究者可以依此架構探索單一領域之企業，可

減少因產業間特性差異所造成研究之誤差。 

（三）增加多重訪談以提昇構念效度 

本研究主要是依據個案公司的中高階管理者的觀點，而未涵蓋實際進行研發

的基層工程師，在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多重的證據來源進行更完整的深入的

研究，以提昇研究構念之效度。 

（四）可以問卷調查方式加以輔助提升結論之廣度 

生物科技公司由於產業並不成熟，因此較無正統性的管理規範，本研究以標

竿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深度訪談之方式提出建議，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上

問卷調查方式以提升研究之廣度與較具共同性之意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