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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之人力資源培育

采言命交通太學生妙科扶學院籌設之初步構想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張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生/張永立

正

一、自U=

「經濟成長的結束，人類轉型的開始」這是歐文﹒佩基在「進步的演化J--書中

試著傳遞給我們的訊息。作者從歷史、經濟、科技與社會學等各角度分析、驗證人類

的物質狀態事實上已經達到極限。當今只有人類本身仍然是可以大幅改進的對象。透

過基因重組、蛋白質工程等生物科技，嘗試開發人類更高深的智慧，並朝向延緩生理

機能的老化而努力。這些科技已有商業的潛能，而且會繼續快速擴張。

雖然書中的觀點，不免帶有預言意味，但是從1973年波義爾( Herbert Boyer)和

柯史坦(Stan ley Cohen)二位學者研究出基因重組技術，立下近代生物科技發展的基

石後，近二十年來，生物科技進步神速，應用的範圍廣及醫療保健、特用化學品、農

林漁牧、食品及環保等層面，對人類經濟生活帶來的衝擊，已是我們可以預見且不容

忽視的，歐、美、日等科技先進國家紛紛將生物科技列為策略性發展之科技項目，生

物科技己是公認二十一世紀最明星的產業之一。

台灣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典型海島型經濟個體，經濟成長多數決定於對外貿易O 目

前台灣的製造業雖正面臨轉型期，但製造業仍是台灣生存之重要條件。今後我國工業

發展的重點誠如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威廉﹒米勒所說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四小

龍，在以往勞力成本低廉的有利競爭條件喪失後，必須靠移出舊有產業，發展高科

技、高附加價值的新產業，才能重拾在國際經濟上的競爭力」。但是一個高科技產業

的成功，除了廠商本身的各項條件配合，並搭配良好的周邊環境及基礎設施外，向須

高素質專業人才源源不絕的投入，政府訂定明確有效的產業政策，建立完備法律及管

制制度，強化產業基礎結構，才能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國家優勢鑽石模型與經營管理金三角

1990年，波特教授提出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從十個處於質易領導地位的國家中，

找出已經是國際成功，代表該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並以國家優勢鑽石模型作為分析

架構。此模型中的四項基本要素(盯生產: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援性產業、

企業策略、組織結構與企業間競爭)與兩項重要變數(政府與機會)，彼此相互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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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系統，模型上的每一點都會影響到其他獲致競爭優勢的要件。波特教授指出，

這四大要素的質與量在各國均有很大的差異，其彼此間相互補強，因而導致了差異性

的國家競爭優勢。

依據此一模型檢視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發展之現況，我們發現，在生產要素上，我

國基礎條件頗佳，然而卻出現基礎與應用研究投入不足及高素質人力培育與挽留困難

的隱憂;國內生物科技產品市場雖然逐年成長，然而各方對生物科技的認識不深，國

人對本國科技產品缺乏信心，不顧承擔長期投資的風險;雖有電子與資訊產業的成功

經驗，但卻幾乎沒有相關支援產業可協助發展，政府有心扶植，卻出現人員經費投入

不足，研發體系上下游溝通不良，研究成果整合困難，法規制定緩慢等問題。故我國

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目前僅略具雛形，各項優勢形成要素噩需改善，朝野民間均有心

扶植發展，以配合電子與資訊產業成為台灣下一世紀之經濟命脈，但實際成效卻相當

有限 O 綜觀各國產業發展歷史，我們認為相關產業人才之培育與延攬實乃今後成敗關

鍵之所在。

此外，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上，吾人曾提出「經營管理金三角」及十項經營策略之

概念，該模型強調環境 策略一組織乃三位一體之互動關係，企業唯有掌握全球環

境、配合國家政策與明瞭市場導向，才能夠擬訂精細之經營策略，以指導企業建立優

質文化，增加組織學習彈性，並延攬人才，自IJ新研發。面對即將展翅蓬勃的生物科技

產業，企業勢必著重於培育人才，並加速導引高科技人力資源進入產業界，維繫企業

命脈之永續長存 O

三、生物科技之國際概況及最新趨勢

(一)美國之生物科技概況

美國在生物科技的研發位居世界領先地位，共有約1300家生物科技公司，這些公

司的員工大部分少於150人，其中3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8的以上是在研發人用治療和

診斷藥劑。地理位置上主要分布於舊金山、波士頓、紐約、華府及聖地牙哥等地附

近，並與當地著名的研究中心、大學及醫院緊密結合，例如舊金山區有史丹佛大學、

舊金山加州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使舊金山地區儼然成為美國生物科技研究之重

鎮，而波士頓地區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等，結合當地著名醫院，

亦為一例，如此使得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得以儘速轉移到實際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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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國利用生物科技上市的藥品有八卡種以上，正在研發中的藥品估計超過二

千種，有人曾樂觀地預估在公元2010年，經由生物科技所發展的藥物將佔有市場

60克， 1997年全美生物科技製藥市場為134情美金，從業人員超過十五萬人(不包含傳

統大藥廠人員)。由於利用生物科技製藥較傳統技術製藥具有研發期短、經費少而效

用較強等優點，因此未來必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與空間。然而潛力大的產業其風險也

大，一般生物製藥從研發到產品上市平均要八到十年，每種藥品費用平均超過一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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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萬一臨床實驗成效不彰則血本無歸。過去美國資金短缺且投資意願低落，曾迫使

許多生物技術公司整合並裁員，以期能度過難關。另外，對農業生物科技產品而言，

亦有時面臨無法預料之困難，例如發明高保鮮度蕃茄之Cell gen公司，就因該產品銷

售成果不佳及病蟲害等問題而被迫減產。

(二)歐洲之生物科技概況

歐洲國家一般民風較為保守，政治界中說客不多，原先較難創造出適合生物科技

發展之環境，但近年來因工業上生物科技之應用增加，投貪~情況已大為改善，歐洲國

家亦已瞭解到生物科技和國家未來之繁榮、工作機會和世界競爭力有密切之關係。目

前歐洲使用生物相關科技之總產值約為30億美元，其潛力不容小獻。總括而言，歐洲

生物科技發展比美國慢些，其中8的公司之員工少於50人，主要分布於英國、德國、

法國、瑞典、荷蘭等地，產品分配較美國平均，治療和診斷用藥不到45% '而農業生

物科技、特用化學與環保等產品達55%以上。

(三) 1997年後最新趨勢

1.新產品持續增加 核准上市的生技產品數量激增，例如Avonex (增強免疫

力卜及Vistide (治療因AIDS引發之眼疾)等。

企業管收高達134億美元，比前年增加17% 。

3.科技進步加速，基因工程蔚為主流 新技術持續突破，例如基因工程、基因療

法、生物資訊、複合化學、生物訊號傳遞、高效定序技術、高效篩選技術等的突

破，使得產品研發出現跳躍式的進步。大藥廠希望取得這些最新的技術，而華爾

街的商客則急欲使其商品化。

2.營收創新高

4.資本市場起伏不定 1996年資本市場成長驚人，為數百家生技公司提供了幾十

億美元的可用資本，但近兩年又逐漸降低。

5.國際生物技術公司達到臨界質量 在歐洲，生技產業公司已超過1000家。國際

金融市場的日益擴大以及各國政府的支助促使新企業的掘起，並鼓舞需要大量資

金援助的新科技研究勇於向前。

6.企業活動展現相當活力 各大藥廠對於生技公司的未來潛力及產品具有高度興

趣，企業分裂、合併、重組及策略聯盟活動頻繁，此種趨勢在未來將持續。

7.政府部門效率提升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1996年主動改變其政策，經由內部的

努力，加速通過了 A IDS療程的相關藥物，並將核准範圍擴展到醫治致命疾病如癌

症的藥物上。

i3. 專利訴訟加劇 例如Genen te ch贏得對BIG公司關於Bio-Iropin的訴訟; Berlex

控告FDA妨礙A vonex的核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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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生物技術最早是在民國68年行政院國科會首次舉辦基因工程講習會時開

始，在當時缺乏基礎研究的背景下，早期只是在傳統酵酵與酵素工業的基礎上繼續發

展。民國71年政府於第二次全國科技會議中明列「生物技術」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

我國才逐漸興起生物技術學術研究之風氣，比先進國家已然落後許多。民區~81年經濟

部將生物產業中的製藥工業與醫療保健工業納入十大新興產業中，而行政院科技顧問

組為落實研究成果於產業界，於民國83年 2月邀集相關單位、業者及專利學者，成立

「生物技術規劃小組J '以共同推

動生物技術。中研院亦於民國83

年7 月第21 次院士會議通過「發

展生物科技之研究發展案 J '以

整合方式推動院內六個研究所共

同提出生技研發計畫IJ '並成立

「生物科技推動委員會h 協調院

內、外之研發工作。民國84年 9

月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生物技術

產業指導小組 J '以各相關部會

副首長擔任指導委員，擬定推動

方案的目標及策略，並協調部會

間相關工作，解決瓶頸問題。 85

年2 月經濟部復成立「生物技術

與製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J '推表l 近三年我國生物技術工業產值(單位:百萬元)

動國內生技及製藥產業之發展。悄 悄

四、台灣生物科技產業政策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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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方面 42,288 45,177 47.1 00
(6.83) (4.25)

西藥 35,911 38.507 40.310

中藥成藥 3,793 3,677 3,729

診斷試劑 8,79 1.024 Ll 28

衛生用藥
l 可471 1,624 1,488

醫用酵素
234 345 445

特用化學古巴方面 13,823 13 ,870 13 ,705
(-) (0.3) (-1.2)

化妝品 6,504 7,357 7,271
添加劑 6,806 6,155 6,053

糖蜜 513 358 381

食品方面 16,279 16,276 14,666
(-) ( 八0) (-9.89)

調味料 7守875 8.149 7‘ 890
糖類(台商果糖漿) 8,301 8‘ 028 6 ‘ 681

酵母 103 99 95

合z十 72 ,3 90 75 ,3 23 75 司471

(-) (4.05) (0.2)

目前國內生物技術開發分工

體系過於分散(如圖1) ，研究成

果整合不易，雖然各部會早已有

推動共識，至今也積極進行多項

計劃，然相較於同為十大新興產

業中的電子和資訊產業，生物科

技目前仍處於具潛力都仍不成熟

的窘境 O

註﹒()係指該年度與上年度同期比較增減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的統計，

除了傳統之製藥業外，國內的生

技廠商約有70家，從業生物技術

人員僅約有一千五百人，表1為

近三年我國生物技街工業部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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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記錄，製藥方面之成長，相當顯著。

在產業發展策略上，目前我國生物科技產業是採取加速產業轉型與自行培育高科

技的方式持續並遲，並選定醫藥與農業兩大領域為國家生物科技研究發展方向。醫藥

方面，以原料藥、生技藥品(中草藥)及生物檢測器為三大發展重點，而農業則是以

花卉、畜用疫苗與生物農藥為主。

以原料藥與製劑三大產業為例，原料藥為製藥工業之母，然而國內生產的原料藥

產量非常少，因此發展原料藥不僅可滿足國內原料藥需求，帶動下游製劑產業發展，

更可銷售於海外市場，而且生產原料藥由於國內己略有基礎，故短期策略應優先選擇

即將專利過期的原料藥，加強製程研發並落實生產;中期策略則以發展關鍵性化學及

生物技術為主積極搶佔國際市場;長期策略則著重於開發可獲世界專利之新型原料

藥，以建立國際競爭優勢。在製劑方面，由於專利法與智財權的限制，國內藥廠開拓

產品的空間日益狹隘，故短期策略有人建議應以發展檢驗試劑為主，此種研發在時間

及人力上投資較少，較不具風險性且能很快商品化:中期策略則以發展新劑型為主，

新劑型為未來開發新藥之儲備技術，其開發時程短且具有可觀之市場遠景;長期策略

仍應以開發新藥為主，由於新藥開發之時間人力投入甚多，一但研發成功，即有專利

保護之世界獨占市場，獲利可觀 O

吾人認為當今發展生物科技之道，從縱的方面可汲取國內電子與資訊產業成功經

驗，擬定發展策略;橫斷面上則可參酌目前科技先進國家制度，塑造有利產業發展及

公平合理競爭環境。在此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生物科技與電子資訊產業最大不同之

處，在於生技產業具有政府管制嚴密與研發期長等特性，因此在人才的培育上，絕非

短期教育訓練即可滿足，應抱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J 之精神，不斷循環改進，方

能培育出高素質而綿源不絕的人力資源 O

五、台灣生物科技人才培育規劃之建議

(一)人力資源概況

我國工業由於人力密集及技術層次較低之產業逐漸外移，生產型態大幅度改變，

為使經濟繼續成長，亟需發展高科技產業，而產業之根本在人才，如何培育適當數量

及適合需要之人力，並予以有效運用乃當前重要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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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諸目前高科技產業之趨勢，企業拓展全球市場，推動國際化的腳步日益加速，

然而產業界所面臨最嚴重的卻是人力資源缺乏與配置失當，人才無法適才適所等問

題，不論在市場行銷、專利法規、生產製造、研究發展、行政管理與財務會計上，若

談到具有國際水準的專業人才，則可以說各方面均為不足，其中又以國際行銷人才最

為缺乏，找不到人似乎已經成為企業主們最為頭痛的問題 l

表2為我國81 興的學年度大學醫療生物工業相關科系畢業學生人數統計，若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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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蟻 R

口比例估算，美國目 表2 我國大學和醫療生物工業相關科系畢業學生人數

前 2億多人口擁有約

1 ， 300家生物科技公

司，貝IJ我國二千一百

萬人口則至少應有

130家生物技術公

司，又若每家公司由

51立博士領導，則至

少需650位醫療生技

方面的博士才足夠產

業發展初步所需

(按.若包括傳統大

藥廠之高級人力，貝IJ

所需更多) ，可是統

計數字中博士畢業生資料來源﹒卜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民國八十六年

卻明顯不足，更何況 2 、本研究所整理;化學系包括化學系及應用化學系，生化系包括生化學、生

物化學、生命科學、輻射生物等系所，樂學系包括藥學及藥物化學系所，

肯未扣除畢業後未直 基礎瞥學包括生理、藥理、病理、毒理、神經科學等系所，農化食品包指

接投入產業發展者， 農化、食品科學、食品管淺、保健營養等系所，不合二荐和五辱。

高素質人才缺乏之嚴重可見一般。因此，目前我國應採取加強培育本土人才與吸引海

外學人歸國並重的方式加速人才聚集。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在民國85年第五次全國

科技會議中曾經指出，目前我國尚可吸引過去海外留學生回國服務，十年後將因為我

國當前留學人數銳減與中國大陸經濟迅速成長而喪失海外人才來源，因此未來卡年將

是我國培育本土人才與加強吸引海外學人的關鍵時期。

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國內專科以上畢業生大幅增加，海外留學生陸續返國服

務，致使專上程度人力資源較過去更大量的投入國內就業市場，一時高學歷呈現人浮

於事的現象 c 雖然一般高等教育人力供應逐年增加，但這些人經常學非所用，創意不

足，且無實際工作經驗，致使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峙無法完全吸納或有效使

用，因而技術密集的高科技工業仍然缺乏生物科技、製藥、微電子、微機電與無線通

信等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行銷及研發人才。依照團科會全國科技動態調查，

民國83年全國研究人力僅有 55 ， 405人，其中大部份(57.1 0';) 人力在企業界，但高級研

究人力卻集中在大學院校，且多偏重於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能力 f 分薄弱，許多研究

人員亦無意願走出象牙塔。雖然企業界尚需多量高級人才，大專院校之高級科技人力

目前卻缺乏有效管道支援產業研發，如何運用每年所供應之各級科技人才使之適才適

所，減少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應加強教研人員新觀念之建立，檢討學校培育科技

人才之規劃及教學內容，並加強第二專長訓練措施，以因應產業急需之用 C

科 技 畢業學生人數

博士班 碩士. E)l 大學部

年 度 71-85 81 85 71-85 81 85 71-85 81 85

生 物 系 9 2 2 445 30 33 3865 291 337
動 物 系 45 5 7 163 12 21 644 55 54

摘 物 系 49 5 425 43 47 1171 78 79

1t ，，~ 系 442 42 72 4037 379 452 12771 887 999

生 化 系 117 18 18 987 121 136 114 。 39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28 7 4 240 41 29 。 43 。
臀 事 技 術 。 。 。 65 5 14 4291 363 430

藥 學的 II 19 500 89 51 7334 405 571

堅聲 學 工 程 3 。 3 572 。 85 1269 31 99
基 礎

瞥

學 47 。 15 608 36 74 。 。 。
I位J且普這 1t 食 品 138 16 21 1038 142 116 7440 646 714

生物科技系所
。 。 。 102 。

30 。 。 。

iE全1 去閃t 963 102 166 9182 898 1088 38899 2799 3322

(二)長期人力資源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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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據說 37.島

長期人力資源培育之首要在於建立完整的全人教育體系，人才培育與延攬雖為當

務之急，教育之百年大計卻非華月一夕可以完成 O 前教育部長吳京先生曾提出教育三

大國道之概念:普通教育、技職教育與終身教育，前二者為專業人才養成教育，不但

應持續擴大投入，更應致力於科技水準之提升;而終身教育則為全國國民之終身持續

進修教育，不但時間更長，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也更為深遠，更為迫切 O 生物科技人才

培育之可行方案依此三大體系分述如下:

1.普通教育

大學方面，教育部已初步選定十所大學成立生物技術學程，加強生技教學，我們

建議教育部協助以生物科技為發展重點的大學(包括國立交通大學)增設生物科技相關

系所之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博士班，並積極和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或企業有實質合

作，成立生技研究發展中心和創新育成中心，加速技術移轉及開發。

此外，人力資源培育應致力於向下札根的工作，教育部有必要繼續定期舉辦高中

(職)教師生物科技研習營，讓教師們瞭解生物科技之基礎發展與最新趨勢，並鼓勵教

師參與大學教搜主持之研究計畫[) ，定期研究討論、發表成果，以藉由教師力量，將生

物科技最新觀念傳遞給高中(職)學生，並配合辦理高中(職)生暑期研習營，使得學生

們得以認識生物科技，熱愛生物科技，進而投入生物科技生涯。

在此，吾人必須要再次強調國家人才培育之風險概念，生物科技乃二卡一世紀大

勢所趨，任何國家與人民均無法抵擋此一人類文明演進之潮流，產業發展需要人才的

大量投入，在電子與資訊產業蓬勃發展的今天，教育當局也應思考如何為生物科技產

業加速培養人才，甚至吸引其他產業之專業人員，提供成功經驗，而不是將雞蛋放在

一個籃子裡，讓國家社會承擔過高的風險 O

2 技職教育

在勞委會第四期加強推動職業訓練方案專案小組會議上，吾人曾提出「育職訓於

教育」之構想，目的是希望在正規教育中，加入職業訓練的概念，使得正規教育一方

面陶冶品性，增加知識，另一方面也增加職訓實務功能。過去國內技職教育多偏向於

培養藍領階級，然而隨著勞力密集產業日益萎縮，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

業，技職教育的目標與做法必須相對調整，這在電子資訊方面近年來己改善，但在生

物科技方面前剛起步。過去職訓局、教育部、國科會和經濟部都辦過很多生物技術的

相關技職訓練，例如蛋白質工程、基因重組技術等，然而對於整個產業的技術人力需

求卻相對缺乏整體宏觀的規畫fJ '面臨未來之挑戰，仍有大幅加強、調整與成長之空

間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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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終身教育

終身教育可視為全國國民終身進修教育，除了應針對生物科技各領域人員進行持
14



績之專業在職教育外，包括舉辦各專業之展示會及進修班，更應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

體加強國人對生物科技及產業之正確認識，唯有在終身教育上不斷地投入，才能達到

全國生物科技普及化與正確應用的終極目標 O

(三)生物科技高等教育之推展

生物科技產業所需人力為高等人力，其人才培育應參考「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工

作指標，並以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構想及發展策略性工業為前提。質與量之需

求，應由政府相關單位進行調查研究並預作中長期推估，以為相關部會培訓(育)與調

整人才之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舉辦之「第五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討論提綱

中之「科技資源之規劃與有效運用」部分，特別提及人力資源培育，今摘錄如下:

1.一般科技人才方面

(1)進行科技人才「質」與「量」之供需規劃，調整(增減)各科技領域大學及研究

所招生人數。

( 2)改進大學理工醫農科系課程，鼓勵以急需科技領域為輔系，並增加實務課程以

訓練產業所需人才。

(3)研擬大學生直攻碩、博士辦法，增加所需專長之高科技科系直升名額O

2.高科技人才

(1)根據政府產業政策及市場需求，調查分析所缺乏之人才類別，予以增加研究所

招生人數。

( 2)大學推動設立產學合作研究中心或創業育成中心，並規劃碩、博士班研究生彈

性參與實作計劃。

這些建議與吾人數年前創設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研究所及未來生物科技學院

之構想不謀而合(請見下文)。

(四)人才培育與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策蹈

整體而言，高素質人力資源之累積並非~~就可及，而是需要長時間的培育訓練才

能產生成效，然而目前企業需才孔急，整體產業當前也需要眾人源源不絕地投入 O 因

此，除了長期政府應重視各項教育投資，擴大培養科技、管理及行銷人才之外，在

短、中期上，必須一方面及時改善國內居住與產業環境，加強延攬海外學人歸國服

務，另一方面則依據人力資源需求預測與規劃的結果，提供各項短期進修課程，內容

不只是以技術為導向，更應加強現有專業人員宏觀整合能力，增進對法規的瞭解，並

培養國際行銷人才，如此方能為產業提供及時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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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寧波E品實

加強產學合作，

增進國際競爭。

加速技術轉移，

落實產業轉型。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院籌設目標

育成研發、企業創新。

生物藥學、遺傳學、結構生物學、蛋白質工

程學、微生物學、細月佐生物學、 "Eit 主程喂，

基礎課程分F生物、生物化學、生化工程。

提升研教*-準、

整合宏觀訓練。

協助政策擬定，

創新服務品質。

艾滋λ.~野生仿梓，['f'勢.f$i; NA宰殺'jjJIJ

艾滋大毒害 f主要會手平反毒~/$言

研.財團法人研發單位

產:醫院、高科技公司

學:大專院校系、所

官:相關政府單位

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博士班

圖 2

生物科技學系、大學部

生物科技創新育成中'li、

cUt工程、製手里改良、製程放大、生物分析﹒

分離純化技休J'

生物儉iRU儀器星、醫療哥哥材‘生物微機電、生

物資訊、生物統計、生物辨識。

主主化工程研究所*

生物泡 F與資m研究所*

六、交大生物科技學院與未來展望

交通大學素以理工學院極具特色見長，易吸

收生物科技傑出人才並整合相關領域師資，開拓

具交大特色的生物科技教學及研究群體。本校生

物科技研究所於民國83年 8月正式成立，招收第

一屆碩士生，並於86年增設博士班，校務會議亦

已將生物科技相關系所之增設列為優先考量，民

國88年又獲得教育局核准增設生物科技系(交大

第一優先)。就目標而言，本校生物科技系/所有

別於國內其他大學，著重理論與應

用整合之教學與研究，師資團隊亦

經歷完整，具產、學、研各方面之

歷練。交大全體師生亦有共識，未

來將盡速成立生物科技學院，以期

建立優良教研團隊，擠身國際生物

高科技研發之林，為國家在二十一

世紀開創新的產業契機。交大生物

科技學院之成立目標及初步發展規

劃請參考圖2與圖3 。

細胞生化機理及改良、基因療法設計、環保

微生物細胞設計。

人造器官、生物海膜﹒醫療穩材元件。

細胞生物研究所*

生物材料研究所*

技術發展、技神i改良、技術轉移‘科技整合。

人才培訓1 、策略聯盟﹒市場開發﹒闡際行銷

貨略。

圖3 交通大學主物科技學院發展規劃

(有中號者為未來計畫籌設)

展望未來，吾人確信我國生物

科技產業必能蓬勃發展，與電子資

訊產業共同成為下一世紀台灣之經

濟命脈 G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所

在此破曉前之沉j晉時刻任重道遠，

肩負人才培育之重責大任，希望交

大生物科技學院能早日成立，並成

為我國生物科技教學與研發之重

鎮。

廿三物科技蘿業研究發展'11心*

生物科技行$1'4管理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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