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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陳明文  蘇震清 

2、 

鑒於經濟部未來將配合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之生技產業之推動，聚焦於藥品、醫療器材、健康

等領域的發展。目前台灣生技產業儘管已有相當多的研發成果，也培養出許多的生技人才，但

仍然面臨相當多的問題與挑戰，有待克服： 

1.政府政策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政策大多看不到成效。例如，博士後研究員無法順利

就業，便提出「促進博士後到產業界就業方案」，由政府補助每人 3 萬元，其餘薪資由企業出

資，卻不去探究為何這些博士級研究人員無法順利就業。若是具有研發能力的博士級人員能夠

替公司創造更多的產值，公司哪有不聘用的道理，原因仍然出在這些博士後研究員專長並不符

合業界所需，在博士就學期間就淪為替指導教授發表期刊論文的工具；再進一步探究，也代表

著該指導教授的研究成果並不符合業界所需，但養得起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博士生的大學教授，

卻代表著有著豐厚的研究經費，因此，能夠申請到大筆研究經費補助的大學教授，卻訓練出無

法順利就業的博士級人員，對生技產業的發展便完全沒有任何助益。 

2.生技公司普遍規模較小，無法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研發，儘管生技研發人力供過於求，但大

多為生技公司的業務人員，流動性高。此外，許多生技產品的壽命很短，業界的創新能力不足

，若是生技業者無法承擔投資風險，流於炒短線的經營模式，加上台灣生技市場規模並不大，

鄰近的大陸也已經急起直追，如此下來便不利於生技產業的長遠發展。 

3.產學合作流於形式，學術界研發成果無法配合生技業者的需求，生技研發成果衍生出商品

或是創業成功的機率很低。此外，儘管許多大學或研究單位將產學合作列為教師的績效指標，

但大學教授升等仍以學術論文為主，年輕教授無法投入時間及經費配合生技產業之研發，皆是

目前生技產業研發停滯不前的主因。 

4.政府及大學應鼓勵教師投入生技產業及產品研發，大學教師在提出研究成果時應同時評估

相關成果是否具有商品化及創造產值之機會，並非只是流於空談。例如：台灣以前是草蝦及石

斑王國，病毒感染問題造成相關產業的沒落，許多大學皆投入疫苗或是生物製劑的開發，並宣

稱成果可以增加上億元的產值，但至目前為主，病毒感染問題仍是養殖戶血本無歸的主因，使

得業界對於學術界的不信任感日益加重，產業發展卻日漸衰退。 

爰要求經濟部會同產官學研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具體因應措施及可行政策並於 105 年 7 月 31 日

前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張麗善  王惠美  廖國棟  孔文吉 

3、 

有鑑於行政院長林全日前會見公民團體代表時，針對公民團體「電力資訊透明」之訴求承諾

由台電提供包含全台各電表的停電紀錄、產業用戶的用電量、含 GPS 或門牌號碼的配電系統圖

數據在內超過 50 項數據，供其所組成的「公民團體」調查研究；然而，上述部分資料之公開恐

侵害個人隱私、營業秘密、甚至國家安全，政府在開放資訊的同時，不應損害國民個人權益且

提供給特定公民團體恐不全然符合政府全民參與之初衷，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在相關清單、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