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 年度南科產學協會生技推廣委員會 
學術演講會暨產學論壇 

活動報導 
 

活動地點：南部科學園區管理局 
活動時間：95 年 11 月 28 日(二) 14:00 
主 持 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林仁益校長 
主 講 人：中央研究院 賴明詔院士 
講    題：臺灣生技產業與學界的互動 
論壇主題：南科業者如何與鄰近學校建立人

才培訓平台？ 
座談人士：中央研究院 賴明詔院士 
大仁科技大學歐善惠校長、亞洲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周錦生總經理、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南部園區辦事處郭春暉主任、科學園區同

業公會人力資源委員會召集人白文賢經理 

 
 

「大學不應該只是職業訓練班， 
 大學應該培育學生完整的人格」 

賴明詔院士 
 

 
執行秘書 陳樹人整理 

「冠狀病毒之父」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賴明詔院士，接受林校長仁益(兼任南科產

學協會生物科技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邀請，於 11 月 28 日下午蒞臨臺南縣南部科學園

區管理局發表演說，並與南部大專院校學者以及南科業者進行座談，討論目前南科業者

自人才招募與培訓的困境、學術教育機構如何與南科業者在人才培訓上建立合作平台。 
南科產學協會成立於 2001 年 9 月，2006 年 4 月召開第三屆理監事會議後，林校長

除了擔任理事之外，並兼任生物科技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推動生物科技產學合作

事宜。為了推展產學交流，高應科大特別舉辦本活動，藉以促進南科生技廠商與鄰近學

校的交流、建立與中央研究院的合作管道，同時了解廠商在人才招募上遭遇的困難，並

謀求解決之道。 
賴院士在活動當天上午 11 點到達臺南機場後，立即趕赴設於南部科學園區的中央

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研發中心進行參訪。中研院南部生技中心是為了推動農業生物

科技而由中央研究院與南部科學園區、臺南縣政府、國立成功大學共同合作成立的研發

單位。院士到達之後，詳細詢問副執行長詹明才博士目前中心的運作方式、人員執掌、

研究計畫執行進度、與周邊學術單位的合作關係等事項，詹副執行長表示南部生技中心

的研究方向著重生物技術的應用層面，任務為提升南部生技產業的技術水準，目前在基

因改造作物、抗逆境植物研究與善化鎮亞蔬中心有密切的合作，尤其是現階段需要亞蔬

中心提供農場協助作物栽種，等到明年初臺南縣政府捐助的溫室啟用之後，南部生技中

心除了能夠支援南港院本部的研究工作之外，還可進一步與南部大專院校建立人員交流

與共同研究的合作平台，預期可在農業生物技術與生質能科技方面為南臺灣注入新的研

發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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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林校長必須赴教育部開會，當天活動是由方副校長俊雄主持，副校長首先感

謝賴院士遠道而來，其次介紹與會貴賓：南科管理局吳盟分副局長、南科產學協會理事

長歐善惠校長、國立中正大學理學院張德卿院長、高雄醫學大學理學院王志鉦院長、南

科產學協會秘書長張克勤教授等人。賴院士以「臺灣生技產業與學界的互動」為題發表

演說，就他個人在肝炎病毒研究的經驗，闡述研發工作與市場需求的互動，並提出產學

合作可行的推展模式。 

 

     
 活動報到現場 高應大 方俊雄副校長致詞 

 

    
 歐理事長致詞 吳副局長致詞 

 

賴院士指出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重點有三大項目：醫療器材、藥物研發、農業生

技。醫療器材的開發需要整合機電與生物科技，恰好可以搭配臺灣在半導體、電子與光

電技術的優勢，進行相關產品的研發，惟仍需要提升產品技術層次，朝向更高階產品的

研發與生產。生技製藥產業雖然投資金額高、投資期長，但產品上市後的產值相當大，

正是值得深耕與永續經營的領域。 

賴院士以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觀察美國生技產業的心得，提出個人對發展生技製

藥產業策略的想法，他認為自從人類基因體計畫初步完成後，生技產品的類型，如檢測

技術、檢驗試劑、治療藥物的開發都與基因體的應用息息相關；臺灣生技製藥的發展，

也必須注意基因體的相關研究。另外，產學合作與產業成功的關鍵除了需要有創新的想

法之外，更重要的是研發工作必須由市場導向的角度切入。賴院士以肝炎檢驗試劑的市

場為例，在 1980 年代，有許多學者與公司研究肝炎病毒，開發 C 型肝炎的檢驗試劑的

廠商獲得很大利潤， 但在同一時期，開發 E 型肝炎檢驗試劑的廠商卻倒閉了，成敗關

鍵就在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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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結束後，現場來賓提出許多討論問題，包括南部學術與產業界如何尋找研究

或產品開發標的？保健食品產業如何永續經營？臺灣生技產業的正確發展方向與策

略？如何解決生技科系畢業生的出路問題？而聯華生技公司丘福隆執行長則認為現階

段法規與環境不利生技產業發展，政府需要改弦更張，革除過時法令、改善產業生存環

境。針對這些問題，賴院士認為臺灣南部地區有諸多特殊的疾病與流行病，值得長期投

入研究，學術界與產業界必須常常交流，才能彼此交換市場需求的資訊與技術發展的動

態，尋求商機。保健食品的確可為業者帶來短期資金，但要永續經營還是得朝向藥物開

發。生技科系畢業生的出路需要靠產業蓬勃發展來解決，但是生技產業也需要優秀的人

才投入。政府與投資者皆必須體認，生技產業是需要長期扶持與投入的產業，不能要求

在 3 到 5 年就能有顯著成果。由於場面熱烈，問題討論進行了將近 30 分鐘才不得不停

止，方副校長並代表林校長致贈「學海思源」紀念牌感謝賴院士。 
 

     
 演講實況 副校長致贈紀念牌 

  
學術演講結束之後，經過短暫休息聯誼，便開始進行產學論壇。論壇由副校長主

持，首先由身兼產學協會理事長的大仁科技大學歐善惠校長發言，歐校長拋磚引玉提出

議題：產業界往往反映畢業生的能力不符合需求，那究竟企業界希望員工具備那些能力

與特質？學校在課程設計上如何符合產業的需求？如果希望透過職前訓練加強員工的

專業能力以及職場適應力，學校可以扮演那些角色？ 
亞洲基因周錦生總經理首先回應歐校長的問題，他表示：事實上教育部顧問室已

經從民國八十七年起推動「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每年投入 1 億 5 千萬經費改

善生物科技基礎課程設施，並培訓尖端技術教學研發團隊，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的最後

一年。業者可以從教育部顧問室的網頁查詢到參與的學校機構與尖端技術團隊，尋求技

術協助並尋找人力資源。然而，誠如中正大學張德卿院長所說，生技相關科系畢業生的

出路，一直讓人感到憂心；目前臺灣生技相關科系每年總共培育出 10000 名左右的大學

畢業生、3400 多名碩士以及 700 位博士，卻僅有極少數的畢業生投入生技產業，主要

原因當然在於生技產業仍未茁壯。生技產業的發展固然需要業者努力，需要政府營造環

境，但更需要優秀人力資源投入，可惜現階段願意投入生技產業的碩博士畢業生仍十分

有限。除了產業前景不明之外，對生技產業的陌生、無法適應產業界的工作步調也是致

使優秀人才不願與不敢投入產業發展前線的原因。在目前大環境尚無法立即改善之前，

周總經理建議業界同行能從三方面與學校合作，發掘與培訓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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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實習機會：協助教師與學生了解產業經營生態與工作環境。 
二、與學校共同設計與開設課程：協助教師與學生接觸產業脈動。 
三、提供獎學金：鼓勵學生畢業之後投入生技產業。 
針對產學交流與人才培訓，園區同業公會南區辦事處郭春暉主任以廠商的角度，

說明他在園區長期服務廠商的心得。郭主任首先說明同業公會正致力於促進產學互動，

並成立技術交流以及人力資源等專業委員會負責推動相關事宜；目前南科廠商的技術人

員到鄰近各校進修的人數很多，但是由學校教授親自到園區廠商授課的專班僅有成功大

學與中山大學兩個學校，有意願的廠商與學校仍有很大的努力空間。例如，最近茂迪的

員工人數由 100 多名增加到 600 名，茂迪員工的進修意願很高，亟需學校伸手援手，協

助公司培訓人員，同業公會與產學協會正可以幫助廠商尋找適當的合作對象。在就業學

程方面，郭主任則建議同業公會各專業委員會與產學協會主動聯絡廠商與會員學校，並

結合教育部區域產學中心共同辦理一份刊物，公開廠商求才、技術需求、學校研發以及

學生求職等訊息，作為產學交流的另一個平台。 
 

     
 論壇來賓 現場互動 

 
在人力培訓有豐富經驗的同業公會人力資源委員會召集人白文賢經理則表示，根

據他個人的觀察，園區業者對於成大與中山開辦的產碩專班評價並不好，主要因素在於

學員素質與廠商要求有極大的落差。白經理認為同業公會與產學協會的著力點應該在協

助中小企業廠商爭取人才、合併開班培訓人力資源、還有招募國防役人員。現階段產學

雙方合作的可行方式則是以就業學程或其他方式，建立雙講師制將實務面帶入學校。 
關於產碩專班成效，方副校長表示高應科大辦理的產碩專班數目為全國最多，而

且廠商的評價很好，實施成效顯示產碩專班比較適合由科技大學來承辦。以他個人籌辦

的各項產學人才培訓計畫的經驗發現，專業課程專班的成效特別顯著，十分值得推廣；

例如，由高應科大與聯電合辦的半導體製程專班，課程分成 8 週，每週 3 小時，由聯電

的主管到學校授課，學生不僅對授課內容反應良好，更對企業文化與工作環境有深切的

認同，這類課程對於學生有無比的吸引力。當然，這種模式只有大企業才能辦到；對於

中小企業而言，不妨透過產學協會或公會協調，籌組數家公司合辦相關訓練培育課程，

作為吸引優秀人才進入企業的另一管道。 
對於以上想法與建議，賴院士先以成大畢業生受企業歡迎的原因為引言，發表了

自己的看法。賴院士認為成大畢業生受到企業青睞的原因並非其專業能力，主要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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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忠誠度；因此，大學的任務不應該只是企業的職業訓練班，而是培育學生完整的人

格特質，學生就自然對企業有忠誠度。不過，兩者之間的確需要保持密切聯繫，否則教

授無法認清產業需求，學生自然也無從了解。在座談過程中，賴院士向周總經理請教一

個問題：為什麼博士不願意進入生技產業？原因何在？周總經理則答覆：學術界所培育

的博士無法承擔產業的壓力。產業與學術研究的環境不同、角度也不同，商場是以產品

為導向，不允許在一個問題上鑽研過深，而且研發主管還必須有統領團隊的能力，往往

這能力需要時間長期養成。針對周總經理的答覆，賴院士認為問題還是在於畢業生的人

格特質，斧底抽薪的解決方案乃是大學應該著重學生人格的養成，而不是僅僅強調專業

教育。 
座談告一段落，張克勤秘書長也提出產學協會的觀察心得，秘書長認為真正需要

產學協會與公會協助的對象是中小企業，雖然現階段各校的產學中心、育成中心已積極

地在協助中小企業提升技術，但也僅止於技術推廣；可是，企業的發展還需要產品行銷

包裝，各會員學校可從這個角度思考與企業的合作方式。至於人才招募上，生技產業對

人力需求與其他產業不同，生技產業需要的是高階的專業人力，而非技術人員，因此張

秘書長以釣魚必須先吸引魚群為比喻，建議生技業者先以獎學金或實習機會吸引不同領

域的優秀人才進入企業，提升企業競爭力，引導企業經營進入良性循環。 
 

    
院士與張克勤秘書長合照 院士與執行秘書陳樹人合照 

 
此次論壇在熱烈討論的氣氛中結束，藉由這個機會，南科生技業者以及南台灣的

教育界人士首次建立一個全方位的溝通管道，除了彼此交換意見外，也獲得多項寶貴的

建議，並可在此基礎下由產學協會與公會持續推相關的聯繫工作與合作計畫。而參與的

南科廠商代表也對高應科大與方副校長的風采留下深刻印象，為本校與南部科學園區 
的合作開創了新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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