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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6 月份第 526 期產業經濟摘要】 

 生技產業現況與展望 

一、生技產業範疇與特性 

(一)產業定義  

    生技產業係指運用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免疫學、基因體學

及蛋白質體學等生命科學知識，結合物理機械、生物化學、數學統計、

電機資訊等工程技術，進行研發、製造以改善人類生活品質的科學技

術產業。 

(二)產業範疇 

    生技產業包括製藥業、醫療器材製造業與應用生技業等三大領域  

                      圖一、生技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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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特性:高知識及高技術密集、產業結構複雜、產品開發期長、

投資龐大、風險高、產品進入門檻高。 

二、全球生技市場發展概況 

(一)數位醫療應用逐漸擴展，預估至2028年全球數位醫療市場規模達 

8,508 億美元 

    根據Frost & Sullivan的數據預估，2023年全球數位醫療市場規

模為4,034億美元，至2028年將達到8,508億美元(如圖二)。主要可分

為「為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資訊Provider IT」、「為醫療服務使用

者提供幫助Patient IT」及「為醫療保險提供者提供病患健康資訊

Payer IT」等三大領域，其中Provider IT 係目前數位醫療主要應用

領域。Patient IT 市場持續上升，為數位醫療三大領域中成長力道

最強勁者。 

            圖二、全球數位醫療市場規模趨勢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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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8年全球生物藥品的市場規模達8,920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

約為12.5% 

    依據IQVIA公司的研究報告，全球生物藥品的市場規模將由2023

年的5,030億美元增加到2028年的8,920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約為

9.5~12.5%(如圖三)。隨著細胞治療與基因治療等新型態的生物藥品

開發，加上單株抗體藥物1的持續成長，帶動生物藥品市場的擴張。 

          圖三、全球生物藥品市場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Global Use of Medicines 2024：Outlook to 2028, IQVIA, 2024 年1 月。 

(三)預估2024 ~2028 年全球醫療用生成式 AI 市場規模 CAGR達

35.27％，呈現持續成長態勢 

     2022 年 ChatGPT 大型語言模型（LLM）推出後，各領域業者不

斷加大投入關於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的開發力道，尤其在醫療應用生

                                                 
1 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mAb)，簡稱單抗，是僅由單一種類型的細胞製造出來的抗

體，對應於多株抗體來說，多株抗體是由多種類型的細胞製造出來的抗體。現今的醫療中，單

株抗體做成的抗體藥物是目前治療多種疾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中包含了癌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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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 AI 方面，根據 Precedence Research 的數據，預估 2024年至

2028年全球市場規模 CAGR 達 35.27％(如圖四)，呈現持續成長態

勢，包含醫學影像分析與診斷、蛋白質與藥物設計、電子健康記錄與

虛擬臨床記錄等，其中以醫學影像分析與診斷成長力道最為強勁。 

        圖四、全球醫療領域生成式 AI 市場規模趨勢 

 

 

三、我國生技市場產業概況 

(一)2024年我國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景氣呈現持平 

    根據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磁帶資料(如圖五)，受惠歐美各國對血

糖機的需求力道回溫，致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衰退態勢有所趨緩。其

他醫療器材及用品持續去化庫存，致海外銷售動能面臨極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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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我國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銷售值趨勢 

 
 

(二)2024年我國西藥及生技製藥業銷售值小幅成長1.4％ 

    由於西藥製藥因美系業者進行庫存調整，以及各國政府鼓勵學名

藥2在地化生產影響，致2024年西藥及生技製藥業銷售值(如圖六)僅

成長1.4%。 

圖六、我國西藥及生技製藥業銷售值趨勢

 

 

                                                 
2 學名藥（ Generic Drug）是指原廠藥（ Brand drug）的專利權過期後，其他合格藥

廠可以以同樣成份與製程生產已核准之藥品，且其在用途、劑型、安全性、療效、

給藥途徑、品質、等各項特性上，皆可以與原廠藥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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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產業進出口國別分布情形 

    我國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以海外市場為銷售主力，根據海關進

出口資料(如表一)，2024年前五大出口國為美國、日本、中國、德國

及法國。最大出口國美國係因非緊急性手術量增加，對於手術耗材、

人工髖關節的需求增加。 

表一、我國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前五大出口國及其金額比重趨勢 

 

    根據海關進出口資料(如表二)，2024 年我國西藥及生技製藥前

五大進口國為德國、美國、愛爾蘭、義大利及日本，其中以愛爾蘭進

口金額年增率 13.38%較顯著，係因大量進口人類醫藥用疫苗用藥所

致；另前五大出口國為美國、中國、日本、越南及印度，其中美國衰

退幅度 47.07%，係因庫存仍待去化，削弱出口藥品的拉貨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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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2024年我國西藥及生技製藥業前五大進、出口國概況 

 

(四)2024年我國主要生技廠商營收概況(表三) 

1.晶碩:受惠矽水膠日拋透片、彩妝產品等新品挹注營收 68億元，年

增 0.4%。 

2.泰博:因疫後快篩需求持續下降，致營收降至 46億元，年減 3.5%。 

3.明碁醫:受惠東南亞及印度地區的醫療器材需求攀升，營收 48 億

元，年增 4.8%。 

4.精華:受惠日本市場恢復拉貨動能，營收 45億元，年增 3.5%。 

5.聯合:受惠歐美及日本市場骨材需求提升，推升骨材產品出貨，營

收 46.5億元，年增 18.4％。 

6.承業醫:因基期較高，營收 36億元，年減 7.1%。 

7.美時:受惠美國地區血癌藥 Lenalidomide 出貨增加，營收 18.5 億

元，年增 9.6％。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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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東洋:受惠外銷及代工業務成長及併入高峰藥品與高峰生技，營收

58.9億元，年增 6.9％。 

9.藥華藥:受惠 P11013美國市場銷售大幅成長，營收 97.8億元，年增

91.5％。 

10.晟德:目前之產品主要以內服液劑為主，包含糖漿劑、懸液劑、液

劑等劑型。2024年營收 16.2億元，年增 16.2％。 

                表三、我國主要生技廠商營收概況 

                          

廠商 

 

     2025 年/1-3月          2024年 

 

營收(千元) 年成長% 營收(千元) 年成長% 

晶碩(6491) 1,593,499 -7.63% 6,817,305 0.40% 

泰博(4736) 976,788 -9.41% 4,640,915 -3.45% 

明基醫(4116) 1,227,958 16.16% 4,761,271 4.80% 

精華(1565) 1,110,980 1.02% 4,548,664 3.52% 

聯合(4129) 1,297,172 21.70% 4,653,130 18.40% 

承業醫(4164) 1,004,800 55.21% 3,599,807 -7.15% 

美時(1795) 4,729,784 12.66% 18,584,227 9.59% 

東洋(4105) 1,458,942 14.55% 5,885,731 6.91% 

藥華藥(6446) 3,257,306 97.00% 9,775,727 91.47% 

晟徳(4123) 378,019 4.02% 1,619,253 16.16%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2025/05)；調研部整理 

 

 

                                                 
3 P1101(即 Ropeginterferon alfa-2b)用於治療成人真性紅血球增多症(Polycythemia vera，

簡稱 PV）的藥物，為第一個獲美國 FDA核准可以使用在所有 PV患者的藥物，也是第一個獲 FDA

核准專門用於治療 PV的干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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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與產業發展趨勢 

(一)全球高齡化人口態勢明顯，帶動市場剛性需求 

    聯合國 2023年全球人口展望報告指出，全球高齡人口在 2021年 

已達 7.6億人（每 10人中 1位高齡者），預期將在 2030年達 16億人 

、2050年達 25億人（每 6人中 1位高齡者），台灣 65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於 2015年至 2065年間，由低國家之列(如圖七)快速增 

加至高於其他國家。人口結構高齡化不僅是台灣的社會問題，更是全 

球性共同的議題，預期人口高齡化現象將有利生技產業長期成長發展。 

            圖七、我國高齡人口趨勢與國際高齡化比較 

 (二)智慧醫療為市場發展重點 

    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與失能人口增加，同時醫療照護人力普遍 

缺乏，為達到提升生活品質、提高照護效率、減輕照護負擔及降低 

照護成本，各國醫療服務體系大量導入運用資通訊科技的數位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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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開始使用以人工智慧為主要技術基礎的智慧輔具，使得全球 

輔助科技市場的規模處於穩定增長的局面。 

(三) AI 助攻，藥物開發應用市場商機湧現 

    在新藥研發成本越來越高，研發期程越來越長的情況下，全球生

技製藥業者尋求 AI 的協助，降低新藥研發成本及縮短開發時間。根

據 Markets & Markets資料，2022 年全球 AI 在藥物開發應用市場

為 6.1 億美元，預估到 2027 年市場將成長至 40.0億美元，2022 

～ 2027 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45.7%。 

(四)美國政府加徵關稅，直接衝擊生技產業成本與價格競爭力 

    美國政府加徵關稅，直接影響出口成本激增，進入美國市場需額

外負擔最高達 32%的累計關稅，若直接反映在終端售價，相較美國產

品價格優勢消失；另 30%關鍵原料依賴中國進口，將間接推升製造成

本；由於生技產業橫跨多個領域，外銷比重較高的公司，其匯率變動

的敏感度也相對明顯，對美國外銷佔比愈高的公司，受到匯率影響的

程度愈大，台幣快速升值加劇了企業原先因關稅問題已下修的獲利壓

力。未來，業者需評估關稅成本轉嫁能力、整合區域供應鏈，政府加

速爭取關鍵產品豁免，提供稅務優惠及鼓勵企業建立多元生產基地，

協助企業在變局中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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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觀察重點:人口結構發展趨勢、匯率波動影響、政府政策支

持及高科技技術應用發展趨勢。 

 

 紡織業現況與展望 

依主計總處行業分類的規定，紡織業係指從事纖維、紗線、布疋、

成衣、織帶、拉鍊、繩網等漂白、染色、整理及塗佈之行業。 

紡織產業鏈的上游為紡織品的原物料，除了天然的棉花、毛料、絲、

麻等，亦包括製造人造纖維的石化原料。中游包含紡紗業及織布業；

下游包含染整、成衣業與其他居家織品業。紡織產業為臺灣產業結構

中最完整的生產體系之一。 

2005 年至 2023 年間，全球紡織品貿易每年平均成長率為 3.3%，

成衣為 5.4%。依據 WTO 公布之資料，2023 年全球紡織品貿易額為 

3,241 億美元，成衣貿易額為 5,480 億美元，合計達 8,721 億美元，較

2022 年的 9,303 億美元衰退 6.3%，主要原因是受到全球政經情勢不

穩定，導致全球性通膨及各國央行升息，因而需求下降。 

2023年臺灣紡織及成衣工廠共計 4,469家，從業人員估計 140,185

人，總產值為新臺幣 3,172 億元。2024 年我國紡織品出口值為 67.35

億美元，進口值為 36.54 億美元，貿易順差為 30.81 億美元，較 2023

年同期增加 1.06 億美元，成長 4%。紡織品貿易順差僅次於「機械及

電機設備」及「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為我國第 3 大創匯產業。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國川普總統推出「對等關稅」，對多國課徵高

額關稅，造成全球紡織成衣供應鏈出現重大變化。雖然目前暫緩實施，

但後續各國與美國的談判結果尚難預料，須密切關注川普未來的施政

方向。 

中國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其商品出口成

長快速，經濟影響力與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也大幅增強，不僅導致大

量廉價商品湧入國外市場，也加劇與其貿易夥伴之間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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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美中貿易爭端爆發後，中國面臨美國的關稅壁壘，大量商品改

透過電商平台銷售，湧入東南亞及中南美洲等國的內需市場，對當地

製造業及就業市場造成嚴重衝擊。 

我國的紡織業占工業用水比例達 6.2%，位居六大高耗水產業之

列，而染整是紡織產業中最耗能、耗水的一環，如何改善國內染整製

程朝無汙染、低能耗的方向發展，是紡織業需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紡織業除要達到從材料到材料的循環外，製程中從上游原物料、中游

紡紗與織布、下游染整與產品等，每一階段從都需要進行綠色改造。 

展望未來，由於美國川普政府上任後的關稅政策變化，及美中對

抗升溫導致全球經濟復甦趨緩，通路商拉貨力道減弱，加上中國低價

競爭，中國、歐盟及東南亞需求疲軟，及近期匯率劇烈變動，均促使

客戶下單更為謹慎，改以短單、急單為主。依台經院發布的 2025 年

4 月製造業個別產業景氣顯示，我國紡織業出口年增率已連續 2 個月

衰退，生產指數增幅由正轉負，影響需求面及原物料投入面等指標表

現。整體而言，2025 年下半年我國紡織業景氣將呈現持平偏弱局面。 

 

 航空運輸業 

儘管 2024 年各國經濟表現不盡相同，然而疫情後全球旅客對旅

遊需求持續強勁，使得 2024 年全球國際旅客人次幾乎恢復至疫情前

水準，並隨著 2024 年全球入境國際旅客的增長，進一步推升對航空

客運的需求。另外航空貨運業方面，雖然 2024 年受到全球地緣政治

和多個國家經濟復甦緩慢的影響，然而受益於全球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以及人工智慧產業的快速成長，又因中東地區紅海危機持續，促使貨

品由海運轉為空運的效益出現，均有利於 2024 年航空貨運業表現。  

 我國市場方面，鑒於國人國際旅遊需求不墜，加上國籍航空公

司持續擴大運能、恢復或新增航點，帶動 2024 年出國人數仍呈上升

態勢，此外，2024 年入境我國旅客亦較前年成長，因此在 2024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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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出入境旅客均較去年成長的情況下，穩定挹注我國 2024 年航空運

輸業航空旅成長動能。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整體載客量仍呈成長態勢，

但與 2022、2023 年成長率相比，已開始出現成長趨緩的態勢。另在

我國 2024 年航空貨運方面，受惠於全球 AI 熱潮帶動我國科技業相關

訂單及出貨，亦推升 2024 年我國國籍業者航空貨運量成長動能。 

展望未來，客運部分在航商增班擴點效益延續，及政府積極推廣

觀光的情況下，均有助於提升國外來台旅遊強度，加上今年以來油價

走勢偏弱，且近期台幣急速升值又將刺激國人出國旅遊需求，預估將

可進一步推升單位運輸收益表現；然而今年開始川普政府不斷祭出關

稅政策，讓全球經濟成長受到壓抑，恐使得民眾消費趨於緊縮，並波

及到未來旅遊市場熱度，且由於基期已墊高，預估其成長增速將趨緩，

因此預估未來三個月航空客運業景氣將呈「持平」態樣。貨運方面，

2025 年特定科技領域及 AI 相關產品(如 AI 伺服器、先進半導體)和電

子商務需求仍延續不錯的市況，川普政府發布暫緩對等關稅政策 90

天的急單效應亦推升短期貨運需求，惟考量到今年以來川普政府實施

多項對等關稅政策對全球經貿環境產生衝擊，且待對等關稅寬緩期過

後，貨物運輸增量走勢將放緩，恐稀釋第三季訂單強度，因此預估未

來三個月航空貨運業景氣將呈持平格局。綜上所述，故近三個月我國

航空運輸業整體景氣預估呈持平態勢。 

 

 2025 年全球碳費機制最新動向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於 2023 年 5 月 17 日正式生效，預定 2026 年實施，但相關

進口業者自 2023 年 8 月即須開始報告與註冊。惟近期傳出 CBAM 將

延後 1 年實施，同時調整政策範圍，課稅對象可能從原定的廣泛產業，

縮減至僅限於碳排大戶（佔整體碳排放量 97%），約為原計畫家數的

20%，有望使數萬家中小型企業免於繳納 CBAM 憑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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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歐盟先前就因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和通膨壓力，讓

內部對 CBAM 的推行產生分歧，並促使歐盟重新權衡 CBAM 的推行

時機。有消息指出，2025 年 6~8 月間，歐盟將對 CBAM 的具體實施

細節提出修正。惟若改為「瘦身版」CBAM，是否足以發揮預期效應，

或僅淪為象徵性規範，則仍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美國在碳關稅議題上的態度顯得撲朔迷離。2023 年共

和黨參議員 Bill Cassidy 和 Lindsey Graham 提出「外國污染費法案」

（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建議對鋁、水泥、鋼鐵等六大產業的進

口商品徵收 15%的基礎碳關稅，並根據碳密集度加徵最高 40%的附

加費，目的在透過懲罰高碳進口商品來提振美國本土產業競爭力，但

該法案迄今尚未完成立法，亦未課徵相關碳稅。 

自 2025 年川普總統上任後，延續其一貫的保護主義路線，對各

國實施一系列關稅措施，包括 3 月 12 日起對鋼鐵鋁產品加徵 25%關

稅、4 月 3 日起對所有進口汽車加徵 25%關稅，及 4 月 5 日起對所有

進口商品加徵對等關稅等，試圖解決貿易逆差問題。 

碳關稅係基於進口商品碳含量所課徵的稅款，不僅能保護美國本

土產業免受低成本、高碳排放進口商品的衝擊，還能間接逼迫企業回

流美國，與美國目前的國際經貿政策相符。惟川普長期以來對氣候變

遷議題持懷疑態度，包括兩屆任期皆退出巴黎協定、放寬環境法規。

2025 年上任後，川普雖尚未公開支持或反對碳關稅，但可能將氣候相

關措施視為經濟談判的籌碼，而非環境治理的手段。如碳關稅能被包

裝成保護美國製造業的工具，或許川普會加以考慮。 

隨著聯合國氣候大會（COP30）的臨近，歐盟 CBAM 若真延後

實施，雖將會為產業提供喘息空間，卻也暴露內部共識的脆弱；美國

在川普領導下，其碳關稅的動機與實行仍充滿不確定性。未來一年，

歐盟與美國的下一步方向，將決定全球碳機制的未來走向。 

我國依氣候變遷因應法推動國內碳定價，以碳費徵收為核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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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優惠費率鼓勵實質減量，並搭配盤查登錄、認證暨查驗管理、自願

減量核發減量額度等多元機制，以大帶小擴大各界共同參與淨零減碳

工作，加大加速碳排減量。 

環境部於 2023 年 12 月公布碳費收費辦法草案，規定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的電力及大型製造業為收費對象 ；

並在 2030 年前分階段擴大起徵對象。2024 年 8 月進一步公布「碳費

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

量指定目標」等三項碳費子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生效。 

為讓碳費徵收對象有足夠的時間評估及規劃至 2030 年可達成減

量目標，並且提出自主減量計畫，我國碳費自 2025 年起進行開徵計

畫。2025 年試申報但不繳費，2026 年起由收費對象依據前一年排放

量及適用的費率進行繳費。現行費率已於 2024 年 10 月 7 日由費率審

議會完成審議，包括一般費率及二種優惠費率，2025 年 1 月 1 日生

效。一般費率為每公噸 CO2e 300 元（新台幣，下同），有意執行自主

減量計畫的企業，優惠費率 A 為每公噸 CO2e 50 元、優惠費率 B 為

每公噸 CO2e 100 元。 

 

 Isaac GR00T N1 架構 

輝達 (NVIDIA) 日前於 GTC 2025 ( Nvidia 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正式發表首個開源式、可自訂的人形機器人基礎模型

「Isaac GR00T N1」架構，旨在因應因全球勞動力短缺而為人型機器

人產業所帶來的機會，並藉此提升通用人形機器人推理能力和技能。

而「Isaac GR00T N1」採用雙系統架構，其靈感來自人類認知原理，

其中雙系統架構分為「快速思考」模型及「慢思考」模型，「快速思

考」模型用於代表人的反應及直覺；「慢思考」模型則用於作出深度

思考的決策。此外「Isaac GR00T N1」架構的開源性質，將對硬體製

造商帶來全新的機會，如同當年 Google 開源 Android 系統般，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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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藉由開源生態獲取虛擬訓練數據。 

根據 TrendForce 研究，在 GR00T N1 達到優化機器人 AI 訓練的

前提下，預估將可推升全球人型機器人市場於 2028 年產值達近 40 億

美元(如圖一)。目前全球已有人形機器人開發商率先使用 GR00T N1

架構，包括 Agility Robotics、Boston Dynamics、Mentee Robotics，以

及 NEURA Robotics 等公司。而本國廠商未來亦可透過參與 NVIDIA

生態系統，發揮自身在硬體領域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