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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現行由中

央研究院邀集所有進駐單位主管機關代

表，以任務編組方式共同組成聯合會，負責

園區營運研發及相關行政事宜，惟因涉及眾

多機關單位，現行經營管理模式恐不易發揮

園區預期功能，究實情為何？有進一步瞭解

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一、中研院主政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其名稱雖為「研究

園區」，然該園區其將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目標，顯非

純學術研究範疇，實與中研院學術最高機關之法定任

務，未盡相合。 

(一)按「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最高機關，任務如

下：一、人文及科學研究。二、指導、聯絡及獎勵

學術研究。三、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為中央

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所明定。依前開規定所揭櫫內

容，中研院為我國學術最高機關，致力於人文及科

學等各領域之研究，爰目前該院分為數理科學、生

命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設有各研究所與研

究中心。此外，中研院並以學術最高機關之專業及

高度，發揮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功能，同時

兼具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之任務。換言之，在現

行組織法中，將中研院明確定位其性質及任務之本

質均為學術研究，合先敘明。 

(二)查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係由中研院主政，該園區之願

景為：「加速國內新藥研發腳步，使周邊產業供應

鏈接連受益，進而扭轉目前整個台灣生技產業生

態，而讓國內新藥發展的路途更加順遂」；該園區

之經營目標為：「以國家生物科技研發與知識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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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並以轉譯醫學、生技製藥為發展主力，建

立學術研究發展及產業研發走廊，提供基礎研究銜

接至動物及臨床試驗階段。研究成果再交由周邊園

區進行產品開發及量產之平台，以強化價值鏈

（value chain）第二棒的產業研發能量，達成建

構台灣創新研發走廊之總目標」。 本院履勘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時，中研院簡報願景及目標時明確表

示：「以跨部會資源及產官學研整合的單一企業概

念，提供尖端人才與合作互動環境，促使國內創新

生醫產業與國際藥廠接軌」及「研發成果商品化，

期5年內成立創新公司」。本院詢問中研院此目標係

如何訂定時，該院回覆略以：「在研發過程中，每

一期都可以商品化，以研究計畫之創新性與成熟度

為主要評估基準，其中，進入臨床試驗之前的研發

階段，平均費時約5-6年。由於進駐園區之轉譯計

畫均已經過嚴謹之審查，已發展至一定成熟度，再

搭配院區內各單位之研發資源，期望能在5年內達

成研究成果技轉或成立新創公司等商品化成果」。

中研院於接受本院詢問時所提供之書面資料略

以，108年3月底，該院廖院長於該院之學術行政前

瞻規劃會議宣示「本院未來五至十年院務發展的3

項目標，亦即「成就全球頂尖研究」、「善盡關鍵議

題上的社會責任」，以及「延攬及培育卓越人才」。

該院必頇集中精力與資源在關鍵議題上，以學術研

究的角度貢獻社會。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強化「創

新轉譯醫學研究」為發展主軸，銜接基礎醫學研發

與臨床應用需求，涵蓋的範圍自初階的「生物標的

/藥品/醫材研究」到「轉譯醫學研究/產品開發」。

將生醫研究之發現，轉換到臨床可行的應用層次，

以改善人類的健康與生活品質，並於此過程中，為

我國培育生醫產業研發之頂尖人才，厚植我國生技

產業實力。因此，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研究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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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育成為園區宗旨，由中研院主導「創新轉譯研

發工作」符合該院廖院長所宣示之目標與該院組織

法第2條法定任務中有關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

學術研究之規範。另，行政院秘書長於108年4月24

日以院臺科字第1080011694號函復審計部，據科技

部函復會商有關機關辦理情形，認為由中研院作為

主政單位，屬總統府之權責而決定之，爰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由中研院營運管理，與機關任務及職掌相

符。 

(三)惟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所得意見略以，依據中研院組

織法第2條：「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

機關。」中研院的定位為學術研究；另第17條：「中

央研究院依學術發展需要，得設立各硏究中心。」

知硏究中心的設立亦以學術發展為主。依中研院研

究中心組織規程第1條：「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組織

規程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訂定

之。」及第4條：「研究中心設置之目的，在結合本

院各研究所及研究所籌備處之研究人員或院外之

專業人員，從事跨領域研究、進行特定研究計畫或

提供服務。……」可知，所謂提供服務應以學術研

究有關服務為主。生技醫藥產業大體上分上游（發

明、發現）、中游(急性毒性試驗、藥理試驗、毒性

試驗等）、下游（人體臨床試驗一、二、三階段及

生產等）。上游屬於基礎學術研究的範圍，中游一

般屬於法人單位或專業試驗機構的業務，下游屬於

企業的範圍。依據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進駐的單位，

已經包括上、中、下游(創服育成中心)，應已超越

中研院組織法母法的範疇，尤其是創服育成中心。 

(四)據前開現行中研院組織法相關規定，中研院係國家

學術最高機關，其任務係以學術研究為主，本院對

該院「善盡關鍵議題上的社會責任」之宣示，深表

敬意，該院於接受本院詢問時認為其所主導之「創



4 

 

新轉譯研發工作」，符合其組織法第2條法定任務中

有關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之規範，且

行政院亦認為由中研院作為主政單位，屬總統府之

權責而決定之，爰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由中研院營運

管理，與機關任務及職掌相符。然中研院所主政之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結合產、官、學、研進駐園區，

名稱雖為「研究園區」，然該園區以跨部會資源及

產官學研整合的單一企業概念，提供人才與合作互

動環境，促使國內創新生醫產業與國際藥廠接軌方

式，以及其目標為：加速國內新藥研發腳步，使周

邊產業供應鏈接連受益、建立產業研發走廊、研發

成果商品化並成立新創公司；本院履勘國家生技研

究園區時，中研院簡報願景及目標時明確表示：「以

跨部會資源及產官學研整合的單一企業概念，提供

尖端人才與合作互動環境，促使國內創新生醫產業

與國際藥廠接軌」與「研發成果商品化，期5年內

成立創新公司」，以及中研院於108年2月14日以主

計字第10805013379號函復立法院之書面報告中：

「基於園區新創研發及服務的需求，依中研院研究

中心組織規程，以新設轉譯中心進駐園區，負責統

籌執行生醫轉譯研究至產業應用、規劃管理核心服

務設施、育成新創生技公司及維護園區公共設施及

生態環境等服務與本院強調基礎研究不同。轉譯中

心將成立行政室及數個專題中心包括轉譯研究、創

服育成及智慧醫學等專題中心。轉譯中心將邀請跨

研究領域專家學者，搭配產業人士組成顧問團隊，

針對研究主題及核心設施組成諮詢輔導團隊，加速

成果技轉與商業化」等內容，復參考本院諮詢專家

學者所得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進駐的單位，已經包

括上、中、下游，應已超越中研院組織法母法的範

疇等諮詢意見等，均足以認定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係

以加速技轉與商業化為核心，中研院亦自承其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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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強調基礎研究不同，顯非純學術研究範疇，實與

現行中研院組織法中，該院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之

定位與任務，未盡相合。 

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進駐單位中，因中研院係直屬於總

統府，而其他進駐單位係屬總統府下之行政院各相關

部會所轄，故目前僅以法規命令層級設立「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聯合會」，採任務編組方式負責園區相關事

宜，有其考量，尚難謂不當。惟未來相關研究完成技

轉與商業化後，以及建立產業研發廊道與帶動生醫產

業發展等工作，以任務編組方式是否足敷因應，似有

研酌餘地。爰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各進駐單位，尤其是

主政之中研院，允宜基於園區之永續經營與長遠發展

角度，適時研議與檢討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最適營運

管理機制，俾資周全。 

(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目前之進駐單位包括中研院生

醫轉譯研究中心(下稱轉譯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藥品組與醫粧組）及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

心等，各進駐單位主管機關代表以任務編組方式組

成聯合會，並訂頒聯合會設置要點，負責溝通協調

生技醫藥發展之政策方向，聯合會之委員包括中研

院3席、科技部2席、衛福部1席及經濟部1席。園區

上開各進駐單位各自獨立運作及負責本身之經

費、行政及業務，公共設施及生態環境之維護，則

由中研院進駐園區之轉譯中心負責協調其他進駐

之政府單位及研究機構，依樓層面積比例出資，共

同經營園區公共事務。 

(二)查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7年

11月28日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108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中研院單位預算案時，其中第20項決議

略以：中研院為配合行政院98年10月7日核定之「台

灣生技貣飛鑽石方案」行動計畫，規劃毗鄰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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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設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業已於107年10月15

日正式啟用。惟比照科技部設置管理科學園區，有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授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設

置農業生技園區，亦有農業生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之依據，然中研院設置、經營及管理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並無任何法律授權。且設置經營與管理園

區，非中研院組織法中明列之業務，又中研院無下

設專職機構與經管之專業人力，僅以法規命令層級

設跨部會「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聯合會」與「專戶」

供園區公共支出，非長久之計且於法不合，恐有不

妥。鑑於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已於107年完成修

訂，不再限於「工業生產」，建請中研院就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是否應移交由科技部竹科管理局經營

管理作通盤檢討，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就上開決議，中研院於

108年2月14日以主計字第10805013379號將書面報

告函復立法院，其中關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由中研

院管理之妥適性之說明內容略以： 

1、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係以「創新研發」為主的生物

科技研究園區。其特色在於以生物科技研發與知

識創新為主軸，並以「轉譯醫學」和「生技製藥」

為發展主力。中研院承接強化基礎研究及與產業

銜接的跨領域研究，整合全國生技相關研究資

源，主導創新轉譯的「新藥、新試劑、新疫苗」

研發工作，將現有的基礎研究轉譯到臨床前開發

之動物試驗階段，再由園區其他單位輔以法規諮

詢、動物實驗、藥品開發等工作。 

2、中研院擁有專家、研究題材及設備儀器。就生技

產業的特殊性而言，生物醫學各領域的新穎知識

與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近年來更因為基因體、各

                   
1
 提案人：蘇巧慧；連署人：張廖萬堅、鍾佳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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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體學、免疫治療、細胞治療、基因編輯、單細

胞研究、人工智慧生物大數據分析、精準醫療、

藥物開發等其他高階技術的蓬勃發展，各國積極

投入生技產業。而且新創藥物開發往往需要一、

二十年的大量資金投入，學者專家團隊的建議與

優化，臨床試驗及法規的考量與配合，方可開發

完成高效益有療效的藥物。而發展生技產業常常

依賴各類型高階核心設施(例如，實驗動物疾病

模式及設施、抗體藥物的製備與研發等)，才能

完成新創研究開發。 

3、園區緊鄰中研院區。中研院以優秀的研發人才、

新創能量、精密儀器及技轉成效為後盾，建立學

術研究發展及產業研發廊道，以期形成生醫產業

群聚效應，帶動生醫產業創新發展，建立產學合

作與資源共享之生技研究聚落。 

4、中研院技轉及新創生技公司成果斐然。中研院生

醫轉譯研發能量充沛，專利研發與技轉成果豐

碩。過去3年中，中研院生命學門專利獲證數超

過350件、技轉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億5,000

萬元、產學合作金額達3億元。自2003年貣中研

院育成15家新創生技公司，其中7家已被經濟部

認定為生技新藥公司。這些公司發展出11個新

藥、99件產品正發展中，42件產品已在市場上銷

售，27件產品在臨床試驗中。中研院另簽訂33

個合作研發協議及創造750個工作機會，刺激台

灣生技產業投資。 

綜上，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既以「研究」為基

礎之新創育成為目標，自應由具有生技研究量能

及統合產學能力的中研院來營運管理。中研院以

轉譯中心進駐，從事「生物科技」和「轉譯醫學」

跨部會及領域等特定研究計畫，並提供研究服務

的營運管理，應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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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計部派員抽查中研院107年度1至8月財務收支，

其中對有關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營運管理部分，提

出審核意見略以：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現行由各進駐

單位主管機關代表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聯合會，並

訂頒聯合會設置要點，下設營運中心及創服育成中

心，由中研院統籌辦理園區營運之研發及行政事

宜，因涉及經濟部、科技部、衛生福利部、財團法

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家實驗動物中心等機關單位，該等經營管理模式恐

不易發揮園區預期功能。建請行政院參酌我國科學

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生物醫學園區之設置與

管理方式，及借鏡先進國家開發生技園區之成功經

驗，暨參酌立法院決議之意旨，責由權責機關研議

制定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之法源，明定管理

機關，以統籌事權、整合資源，提升園區之經營效

益，促進我國生技產業發展。行政院秘書長於108

年4月24日以院臺科字第1080011694號函復審計

部，其結論摘錄如次：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係為機關

用地，非為產業園區用地。中研院係屬總統府轄下

管轄機關，且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設立目的係為促進

「轉譯醫學」、「生技製藥」等生技「研究」，以「研

究」、「轉譯」為發展核心；科學園區除科技創新與

發展外，提供產業製造之基地及提供單一窗口服

務，為科學園區不可或缺之要素，與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之園區定位及發展方向有別，因此國家生技研

究園區亦無法納入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涵蓋

範圍。有關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目前係由

中研院邀集所有進駐單位主管機關代表以任務編

組方式共同組成聯合會，聯合會委員包括中研院、

衛福部、經濟部及科技部。聯合會為園區最高決策

單位，負責園區營運之研發及相關行政事宜，並由

中研院擔任對外之聯繫窗口。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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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第28條：「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

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兼任」。是以，

目前以任務編組方式共同組成聯合會的方式乃符

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至於未來園區是

否要成立正式組織單位作為管理園區之專責單

位，仍請中研院依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需求及聯合

會設置要點等自行研議，惟建請中研院於規劃時仍

應以研究為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發展主軸。中研院

如何更優化其營運管理，可於上開聯合會另案研

酌。 

(四)關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現行由各進駐單位主管機

關代表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聯合會，本院審計部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認為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營運管理，以任務編組方式共同組成聯合

會，負責園區營運研發及相關行政事宜，惟因涉及

眾多機關單位，現行經營管理模式恐不易發揮園區

預期功能。為求慎重，本院特舉行2場次之諮詢會

議，聆聽專家學者之意見，獲致諮詢意見略以：園

區目前是研究階段，尚可以接受依設置要點所設立

的聯合會營運，將來如涉及生技製藥的製造行為，

現行運作機制恐不適用；園區進駐單位包括各部

會、各單位不同屬性(政府、法人、民間企業），其

管理渉及不同權利義務，尤其創服育成中心可能涉

及知識產權移轉及鉅額商業利益，僅以法規命令採

任務編組方式經營管理應有不妥；聯合會如何協調

好，涉及組織、架構及人，現在的人全部由中研院

研究人員兼任，如何給予行政人員管理很重要，但

現在國家沒有預算補助管理；組聯合會，輪流的各

主席會考量自己部會的利益，做對自己有利的決

定，故聯合會不符合人性，建議要有一獨立的組

織；雖然有組聯合會，但各部會因互相不隸屬難達

管理之效，制度建立上在管理有比較困難一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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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發展藥物研究來主導生醫園區有其妥適

性，但組織運作是有比較困難一些等。此外，學者

指出國家級的生技研究園區，竟無作用法，並建議

應有其設置管理條例，法規、設施、研發產業生態

體系等均應與時倶進，必頇有專業人員、專責組

織、適當主管機關經營管理園區，以專責組織單位

來進行管理負責園區發展，俾利永續經營。 

(五)經查，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定位為推動生醫轉譯研

究之發展，園區結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國家

實驗動物中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中研院等，成

立國內第一個由跨部會組成的生技新藥研發環

境，著實不易，對於我國生醫製藥產業之發展，十

分重要。為建設本園區，政府特別投入大量經費，

開發計畫匡列經費225.9億元，包括公共建設經費

177.2億元（自97年至107年已合計編列169.2億

元，108年及109年均未再編列）及科技發展經費（儀

器設備費）48.7億元（中研院36.6億元，於103年

至108年合計編列19.9億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9.1

億元，於104年至108年合計編列4.5億元、食品藥

物管理署3.0億元，於105年及108年合計編列0.2

億元），期待各單位於108年均完成進駐啟動之10

年後，生技園區與聚落逐漸成型，帶動周邊產業與

就業，效益倍增等長期目標。惟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目前之管理機制，係由各進駐單位之主管機關代表

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聯合會，對此一機制，綜合本

院諮詢會議所獲致意見，包括：僅以法規命令採任

務編組方式經營管理應有不妥；園區目前是研究階

段，尚可以接受依設置要點所設立的聯合會營運，

將來如涉及生技製藥的製造行為，現行運作機制恐

不適用；建議要有一獨立的組織等，顯見本院審計

部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認為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以任務編組方式共同組成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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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因涉及眾多機關單位，恐不易發揮園區預期

功能之審核意見，並非無由。然因中研院係直屬於

總統府，其他進駐單位係屬總統府下之行政院各相

關部會所轄，故目前僅以法規命令層級設跨部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聯合會」，採任務編組方式負

責園區相關事宜，有其考量，尚難謂不當。惟未來

相關研究完成技轉與商業化後，以及建立產業研發

廊道與帶動生醫產業發展等工作，以任務編組方式

是否足敷因應，似有研酌餘地，故行政院亦表示未

來園區是否要成立正式組織單位作為管理園區之

專責單位，仍請中研院依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需求

及聯合會設置要點等自行研議，並建請中研院於規

劃時仍應以研究為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發展主

軸，以及如何更優化其營運管理，中研院可於聯合

會中研酌等意見。爰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各進駐單

位，尤其是主政之中研院，允宜基於園區之永續經

營與長遠發展角度，適時研議與檢討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之營運管理機制，俾資周全。 

三、本院諮詢會議中，與會專家學者們紛紛提出將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儘早交還行政院所轄部會主政，中研院保

持參與並指導相關研究之建議。是否如專家學者所

言，此舉除可杜絕外界對中研院違反其組織法所規定

任務之疑慮外，園區亦有機會獲得較為充沛的資料及

相關獎勵或補助，相關議題，茲事體大，亟待中研院

與行政院共同審慎研議。 

(一)科技部於108年3月20日依審計部函文邀集行政院

相關單位與園區各進駐單位召開「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營運管理相關事宜研商會議」，討論參考科學園

區設立管理局之可行性，會議結論概述如下： 

1、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係為機關用地，非產業園區用

地。 

2、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設立目的係為促進「轉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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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技製藥」等生技「研究」，以「研究」、

「轉譯」為發展核心，與科學園區之園區定位與

發展方向有別，因此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無法納入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涵蓋範圍。 

3、中研院屬總統府轄下管轄機關，由中研院做為園

區主政單位，亦屬總統府之權責而決定之。爰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由中研院營運管理，與機關任務

及職掌相符。 

4、有關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管理，目前係由中研

院邀集所有進駐單位主管機關代表以任務編組

方式共同組成聯合會，並由中研院擔任對外之聯

繫窗口，符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 

(二)惟詢據本院所諮詢之專家學者，雖有學者肯定現行

由中研院主導園區的作法，然多數學者專家認為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目前有許多部會支援，但是依中研

院組織法第17條所設立之轉譯中心，其掌控園區之

核心事項，已侵蝕到行政院轄下各機關職權。專家

學者們多建議將園區儘早交還行政院所轄之任何

一個部會，例如科技部或衛福部，可正中研院組織

職掌之實，中研院仍保持參與；又行政院顯然握有

比較豐富的資源，而由中研院主政園區時，要將其

本身資源分配予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除勢將會排擠

該院其他單位預算外，本園區所得資源亦可能有不

充足之虞，除非有特別預算支應，否則將對園區長

期發展不利，廠商投資亦將會有所疑慮。另有學者

提及前開科技部108年3月20日之會議結論中，國家

生技研究園區無法納入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

涵蓋範圍，將導致該園區無法適用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中相關之補助，例如聘博士的費用及人才訓

練之補助等，建議科技部考量其所轄之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亦進駐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解釋上應可將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納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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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涵蓋範圍。 

(三)經查，我國於103年3月3日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改制為科技部，此一新的組織架構設計，其目的

即在強化我國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在科技

部成立後，進一步鼓勵學研能量走向產業，帶動創

新創業的風潮及氛圍，強化科技原創實力，提升我

國學術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衛福部施政計畫中

所列的「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其內容亦包括：「強

化衛生福利科技研究與人才培育，落實研發成果轉

譯為政策之實證基礎」及「提升研發量能，促進生

醫產業發展」等，爰本院諮詢會議中，與會專家學

者們所提出之上開將園區儘早交還行政院所轄部

會之諮詢意見，洵非完全無據。若將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改交由行政院所轄相關部會主政，中研院保持

參與並指導相關研究，是否如專家學者所言，除可

杜絕外界對中研院違反其組織法所規定任務之疑

慮外，園區亦有機會獲得較為充沛的資料及相關獎

勵或補助，相關議題，茲事體大，亟待中研院與行

政院共同審慎研議。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中央研究院檢討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三，函請中央研究院及行政院共同研議

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仉桂美 

          章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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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