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工作報告 

    (報告人：詹啟賢召集人) 

 

很榮幸代表「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向各

位作總結報告。 

 今年初各國爆發 COVID-19 大規模疫情，除了付出眾多

生命的代價，更造成全球人員、貿易往來大幅減緩，經濟幾

近停擺，兩岸交流亦遭波及。今年峰會受疫情影響，並未舉

辦小組專題論壇。然而，醫療生技小組做為兩岸在「生技、

醫療、醫養」協調合作的基礎平台，面對全球經濟衰退、以

及疫情的衝擊與挑戰，對於促進兩岸企業的合作與交流，尤

其是加強兩岸防疫的合作，將肩負更大的責任，本小組也願

為共同守護兩岸人民健康貢獻心力，這也是我與陸方劉召集

人的共識。 

兩岸企業家峰會邁入第八個年度，生技小組在雙方的共

同努力下，有效促成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與企業研討交流、

技術合作與共同發展。回顧過往，本小組在「急重症疾病治

療與院前急救」、「生物醫藥研發」、「中醫藥發展」、「疫苗安

全」、「兩岸傳染病防治」、「安寧醫療」等議題都做了充分的

交流與討論。 

2020 年本小組進一步推動兩岸醫療生技產業發展與合作，

原規劃加強兩岸的互訪與資訊的溝通、疫苗的推廣、兩岸合

作項目的落戶與建置等。受到疫情影響，許多項目延宕，但



也有些項目仍持續深化，例如慈濟與南京鐘山學院在長期照

護領域的合作上，並沒有因此有所阻礙。10 月 21 日舉辦的

京台科技論壇醫療衛生分論壇，也在小組充分協助下圓滿完

成，提供兩岸企業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交流研討機會，深化京

台經濟與醫療衛生合作。此外，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題交

流會議上，兩岸的學者專家也就防疫策略、社區防疫、中西

醫結合治療等領域進行深入的討論，充分落實疫情信息交

流。 

因為疫情關係，小組特別將兩岸共同防疫列為工作重點。

我與陸方劉謙召集人數度透過電話聯繫，除關心疫情發展與

商討相關因應作為，也討論規畫今後兩岸共同防疫的工作，

另外，雙方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具體方向與進度，包括兩岸

同步進行人體試驗可行性，以及由雲南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

研究所協助進行彌猴的動物試驗等，希望能加速兩岸疫苗研

發與生產的合作，做了充分的溝通和討論，然落實進行仍需

雙方都將持續努力。另外，幾項列管的年度重點項目，在兩

岸「4＋4」臨床數據相互承認部分，仍待雙方進一步協商落

實；至於中天生技的治療糖尿病病足潰瘍藥物，雖然已經做

好了期前準備工作，開展多中心三期臨床試驗，但在藥學、

藥理毒理和臨床試驗部分仍存在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解決，需

要繼續與藥審中心溝通；而國光生技的四價流感疫苗，已經

在去 (2019) 年完成在河南的 3,300 人臨床試驗，並將血清

送達中檢院，今年冬天因可能雙病毒疫情 (流感＋新冠)  而

使得疫情失控，因此 WHO 及世界先進各國都強調需強化流

感疫苗接種，我們期盼能於明年農曆年前取得四價流感審



批，以保障兩岸人民健康，並對十四五規劃的擴大內需循環

醫療衛生、生物科技等領域，作出貢獻。這些都還需要持續

努力，方能有所突破，達成預期的目標。 

醫療生技產業的發展，攸關兩岸人民的健康福祉，當新

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嚴重影響兩岸人民健康、人員往來與

經濟運作，更是對兩岸醫療生技產業的形成新的挑戰。未來

如何就即將到來的第二波 COVID-19 的檢疫與防疫、資訊交

換與通報，疫苗研發及其他事項進行交流與合作，以遏止疫

情擴散，守護兩岸人民健康，將是小組工作的重點方向。我

們將秉持過去多年合作的基礎，持續、積極地推動兩岸生物

技術、健康照護，以及防疫工作上的合作。 

    生命是無價的，面對疾病的威脅，兩岸應該一本「民胞

物與、人溺已溺」的初衷，加強共同防疫，守護人民健康，

這也正是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小組成立的精神與價值所在，

期盼在大家齊心努力下，能儘速消弭疫情，兩岸人民得以早

日回復安居樂業的日子，同時在面對擴大內需循環的新情勢

下扮演新契機。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