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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生物技術自 1970 年代開始蓬勃發展，各種新興技術和產品透過商業化，加

上專利制度的保護，產生許多高獲利的新藥或是技術移轉，生技產業被視為未來

的明星產業，亦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領域。然而，生物技術由於涵蓋範圍廣且涉

及知識複雜，加上產業具有投資金額高與研發時間長等特性，對欲投入生技產業

發展的國家或企業設下了進入門檻，唯有認清本身擁有的資源和能力，透過適合

的配套措施，才能在生技產業的價值鏈中找到發展的利基。 

以美國為例，生技產業發展多半由私人企業所帶動，配合龐大的資金投入與

區域網絡合作，產生了許多跨國性的大企業; 而韓國則由政府引導，將資源集中

在特定領域的研究上，在幹細胞的領域具有國際性的水準; 新加坡以大量的資金

投入和完善的硬體設備，吸引國外優秀人才和企業參與以擴充其內涵，目前已有

多家大型跨國生技公司在新加坡設立研發中心。  

而在台灣，1982 年生技產業即被列為重點發展目標之一，1998 年行政院開

發基金投入 200 億於生技產業，政府的租稅優惠與獎勵補助等措施也相繼出現，

加上近年來在「挑戰 2008 :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推動，已投入許多資源在生

技產業中，而在同個計畫下，育成中心的建置也成為促進產業發展的一環，期望

藉由創新與創業的輔導機制，借鏡國外育成成功的經驗，催生更多具有潛力的中

小企業，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因此，身為重點投資領域的生技產業，育成中

心的經營亦成為生技產業發展中重要的一環。 

育成中心的概念，最早在 1959 年的美國出現，藉由提供企業設施和顧問諮

詢服務等基本需求，減緩當時面臨的經濟蕭條困境，這樣的作法在八十年代開始

盛行並且蓬勃發展。而因應知識經濟的發展趨勢，台灣在 1996 年即開始推動育

成中心的建置，至今已屆滿 10 年。根據統計，目前全台灣共有 95 家創新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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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許文川，2007)。以數量來說，可謂達成不錯的成果，但是在質的部份，

若以進駐廠商數來評比，2005 年平均每所育成中心為 17 家，而進駐家數達 30

家以上的僅有 3 所育成中心 (洪鉛財，2006)。 

種種數據顯示，國內育成中心之營運規模普遍太小，進駐企業多數在 20 家

以下，而以這樣小而美的模式經營之育成中心有其隱憂，因為扶植新創事業需要

多元化之服務與各領域的專業知識，以目前為數最多的學術型育成中心來說，這

種狀況更為顯著 (洪鉛財，2006)。除此之外，2007 年初，行政院更定出 2010

年以前，大專院校孕育新創企業家數要達到 800 家的目標，鼓勵大學院校與產

業界合作成立新創公司 (謝偉姝，2007)。此宣言不但進一步加強了育成中心作

為學術與產業發展間橋樑的重要性，也引起在這些數字背後，究竟育成中心的經

營是否能支持優良新創企業產生的疑問。 

生技產業的發展以及育成中心的經營一直是受到討論的議題，如上所述，二

十多年來，台灣在生技產業上已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至今明確且優異的成果卻甚

為稀少。此外，台灣的生技廠商多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中小企業正是育成中心主

要的輔導對象，因此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成功與否，對於生技產業的發展將造

成一定程度的影響。目前台灣 95 家育成中心內，有超過 200 家以上的生技公司，

在政府期望達到企業數目的增加上，確實可見到實質的成效，但這些受到輔導的

生技廠商是否具有長久的經營能力與競爭力，還需要經過許多的考驗。由於育成

中心的經營直接影響所輔導的廠商，因此育成中心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何也是

相當受到重視的焦點。 

綜觀育成中心的研究，國內 (李憲祥，2000; 陳美菁，2000; 林佳樺，2001)

與國外 (Albert & Gaynor, 2001) 的期刊論文皆有詳細的整理，而比較國內外的

研究方向，發現台灣在育成中心對產業發展上的影響著墨較少，由育成中心組織

上的研究切入較多，或許和育成中心發展的時間長短以及區域網絡發展的成熟度

有關。此外，國內雖然已有許多育成中心的研究，但針對特定領域育成中心的研

究仍較缺乏，特別是生技產業，不僅是政府重點發展目標之ㄧ，加上育成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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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也明確列入施政方針當中，因此，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研究具有其必要性。

而藉由育成中心來推動生技產業的發展狀況，以及生技產業具有的特性，在育成

輔導的體制進行時，是否會影響其關鍵成功因素等問題，是引發本研究進行的動

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關於育成中心的議題，如經營成效、關鍵成功因素、進駐廠商滿意度等，過

去已有許多研究，而對於研究對象的育成中心，大部份則以經營型態 (公營、學

術型、民營等) 為區分進行探討。然而，近年來政府大力推動生技產業，育成中

心的設立，配合生技園區的建置，也成為推動產業發展的政策之一。因此，本研

究的對象將著重在生技型育成中心，藉由個案訪談的方式，期望能夠描繪台灣生

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檢視以特定發展方向為主的育成中心，其發展狀況、營運

方式或是成功之道，與一般育成中心的異同或特殊之處。除此之外，台灣近年來

在生技產業的發展上，並無顯著的成果，而以培育優良中小企業型生技公司為目

標的育成中心，是產業中重要的一角，究竟生技型育成中心，對於培育廠商和整

體環境是否有正面的助益，也是本研究關注的層面。因此，藉由了解以上的議題，

本論文希望能對生技育成中心的成功經營，以及生技育成和政策間的互動提出建

議。 

根據以上的描述，本研究擬針對下列問題進行討論: 

1.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的狀況、遭遇的困難為何? 

2.生技型育成中心與一般育成中心的關鍵成功要素有何不同，例如資源投入

與支援要素的需求? 

3.由育成中心經營以及生技產業環境兩個面向，來探討如何促進台灣生技型

育成中心之成功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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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與論文架構 

本研究之概念發想，主要是經由實務上的觀察與工作經驗而來，經過搜尋相

關的資訊與反覆研討，確定研究題目的可行性和研究價值後，進行研究架構以及

研究方法的設計，而後開始進行研究以及研究內容的撰寫，分析與討論研究獲得

的資訊，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完成研究，圖 1.1 為研究程序之說明。 

 

 

 

 

 

 

 

 

 

 

 

 

 

 

 

 

 

 

 

圖 1.1 本研究之程序 

實務觀察與經驗 

研究概念之發想 

相關文獻與資訊蒐集 

研究題目確定 / 研究架構設計 

研究方法設計 

研究進行與內容撰寫 

研究資料分析與討論 

提出研究結果 / 研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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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論文之架構規劃下，全文共分為六章，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論，描述本研究之背景與研究動機，並且說明研究目的、研究問

題以及整個研究之程序與章節架構。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由生物科技的特性為基礎開始，整理新創或中小型生技

公司在創業時面臨的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正是生技型育成中心的主要輔導對

象，藉由回顧這些議題，可作為後續分析生技型育成中心是否成功的考量因素之

一。接下來簡要介紹育成中心的定義、提供之服務、種類，並且歸納一般型育成

中心的關鍵成功因素。再藉由描述國外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發展，作為研究生

技型育成中心關鍵成功因素之基礎。最後則敘述台灣生技育成的發展。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根據實務上的經驗與文獻探討之結果，設計研究架構與

研究方法，並且參考國內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發展，定義與設定研究對象。 

第四章為個案描述，將訪談之內容加以彙整，以有系統的方式，描述每個個

案的經營與發展，作為後續分析討論的基礎。 

第五章為分析與討論，透過文獻探討與育成中心的個案訪談結果，對照理論

與實務，分析並比較台灣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狀況與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依據分析與討論的結果，首先回答第二章提出之研究

問題，再對生技型育成中心的經營發展提出管理上、政策上與後續研究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