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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合作交易白皮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虞成全 會計師

科睿唯安
大中華區德溫特與標準事業部總經理

暨台灣區總經理
范永銀

勤業眾信長期深耕生技醫療產業，關注產業最新脈動及議題，而新藥合作交易研究已邁入第三年。2019年勤業眾
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與全球專業資訊服務提供者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共同合作，以科睿唯安旗下之全球
生技與製藥研發情報資料庫 Cortellis為分析基準，探討近年生技製藥企業的合作交易模式，並以近年生醫結合數
位科技的趨勢為主軸，深入研究人工智慧對於新藥研發所帶來的影響，再佐以全球知名案例說明企業間合作交易之
模式及目的。

Cortellis資料庫為藥物研發生命週期的各個環節―藥物發現、臨床開發、提交法規註冊和商業化，提供精確和可
操作的解決方案。在過去的一年中，Cortellis收錄了 80%的美國公司 NME申請，91%的突破性治療認定和 70%

的授權許可交易。

研究發現，從案件數量來看，全球及台灣生醫領域的合作交易，皆以授權案件居多，其中不乏許多單筆交易金額大
於 10億美元的臨床前授權交易；而就交易金額來看，則以併購案件為最高，尤其到了 2019上半年，全球大型併
購案更是屢傳佳音。且隨著新興科技的崛起，大型跨國 IT企業、國際知名藥廠及 AI新創公司皆紛紛投入 AI在藥
物開發的應用，未來醫藥產業與資訊科技及人工智慧等其他領域的跨產業合作將越加緊密。擁有不同技術或規模的
公司，會因目的不同而選擇不同之合作模式。爰此，本報告最後加入勤業眾信對於企業進行合作交易的建議及相關
重點議題，期望能有助於企業擘劃未來研發策略及合作方向，也非常歡迎您提供對報告內容的意見及回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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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生醫交易綜覽

2018年交易數量以授權最多，交易金
額以併購最高
根據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資料庫數據，2018

年 公開交易資料共計 4,014筆，已公開交易總金額達 

4,280 億美元。從交易數量來看，授權交易為最大宗 

(41%)；其次是政府公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的計劃補助或
交易 (18%)；收併購的交易數量雖然僅佔 11%，然而
個別的收併購多為大額交易，其總金額高達 2,760億
美元，佔全年交易總額的 64%（詳見 P.5圖一）。

2018年交易金額前五大的皆為併購交
易
放眼全年前五大的交易，除第一大的美國大型健康
保險集團 Cigna 併購美國大型藥品福利管理機構
Express Scripts係屬於保險與藥品通路整合外，其他
四個交易包括武田 (Takeda) 併購 Shire、GSK收購
與 Novartis合資的消費保健品公司剩餘股權、Sanofi

收購生技公司 Bioverativ，以及 Celgene收購 Juno 

Therapeutic，都是屬於生技製藥領域的收併購交易，
也凸顯出收併購在 2018 年生醫領域交易的重要性（詳
見 P.6圖二）。

2018年授權和併購的數量皆較前一年
減少，而交易金額皆上升
與前一年 (2017年 )相比，總交易筆數從 2017年的
4,522筆下滑至 2018年的 4,014筆，然而受大型併
購交易 (如前述的前五大交易 )的推動，將交易金額從
2017年的 3,920億推升至 2018年的 4,280億。除收
併購交易的總金額略有推升外，在授權的交易活動上

也是相同的模式，可以見得製藥及生命科學產業的投
資活動相對穩定，即使交易筆數略減，仍維持一定的
市場價值（詳見 P.6圖三）。

2019上半年全球大型併購案屢傳佳音
2019 年 1 月，BMS 宣布以 740 億美元收購生物科
技公司 Celgene，交易規模僅次於 2014年 Actavis/ 

Allergan的併購交易，為有史以來生物醫藥產業第二
大併購交易。同年 2月，羅氏宣布簽約，以 43億美
元收購基因治療的領導者 Spark Therapeutics。2019

年初以來頻繁的併購使得 2019年前兩個月該產業併購
金額即達 2018年全年的 57%。

全球生技製藥產業合作交易趨勢

個案研究
武田收購Shire，躍升全球前十大藥廠
2018年 5月，武田宣布收購位於愛爾蘭的罕見病
藥物大廠 Shire，收購金額達 623億美元，為製藥
產業收購交易的前十大，一時震憾市場。武田收購
Shire目的在補充臨床中後期的產品線，合併後的武
田除了原本處於領先地位的腸胃病學 (GI)、神經科
學，又結合了 Shire 擅長的罕見病領域，並藉此強
化自身在腫瘤域的優勢。然而武田收購 Shire所創
下的高價紀錄，很快就被 2019年初，BMS宣佈以
740億美元收購 Celgene的消息蓋過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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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神經、感染為2018年授權交易中
最熱門的領域
進一步分析 2018年授權交易的熱門治療領域，前三名
維持自 2016年來的趨勢，由癌症 (腫瘤 )、神經 /精
神以及感染三個領域分佔一、二、三名（詳見 P.7圖
四）。與 2017年相比，即使整體授權交易的筆數下降，
癌症領域的交易數量仍維持在 2017年的水準，顯示癌
症領域的交易熱度不減。

潛力新秀：價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臨
床前授權交易
進一步探究 2018年單筆交易金額大於 10億美元的前
20大授權交易中，交易標的藥物仍在臨床前的交易共
有 13筆（詳見 P.7圖五）。此不僅顯示買方 (同時也
是被授權方 )對於此類產品的市場預期，也與近年來的
趨勢相符，也就是買方願意往早期具有發展潛力的產
品投資。

然而，相較於投資臨床後期甚至是上市的產品，仍在
研發早期的產品風險較高，故基於風險承擔，多數早
期產品在授權時的簽約金會佔整體交易金額的比例較
低 (簽約金額佔比通常自 0%到 8%)，進而將報酬轉向
每階段進展成功的里程金中。

2018年台灣生醫交易綜覽

2019上半年台灣交易熱絡，其中包括數
筆大型授權交易 
相較於全球的交易，台灣的交易數量自 2015年開始逐
漸下滑，前幾年都維持在 40-50件左右，2018年僅有
24件，為 5年來最低（詳見 P.8圖六）。2018年公
開的 24筆交易中，其中有 2筆交易最引人注目，分別
為日本 Terumo以 5,000萬美元收購益安生技的心導
術後止血裝置，以及中國大陸的 Jixi Biotechnology出
資 2,000萬美金取得台微體香港子公司的股權。

值得期待的是，截至 2019年 6 月 27日為止，台灣已
有 23筆公開交易，預期到 2019年底，總交易數可輕
鬆突破 2018年的 24筆。其中不乏表現亮眼的授權交
易，包括中國大陸的恒翼生物醫藥以 2,600萬取得景
凱亞洲除台灣以外的授權；三生製藥以不高於 5,000

萬美元取得台微體 2項產品在大陸的獨家授權；以
及基亞與 Oncolys BioPharma共同開發的產品授權
Chugai，依據協議，基亞可收取簽約金的1/3 (約1,666

萬美元 )。

台灣多以臨床二期到上市的授權為主
在過去 5年 (2014-2018年 )，台灣的授權交易超過一
半都是向國外取得授權 (in- licensing)，在台灣繼續臨
床前的研究或往早期臨床邁進，或者是取得在台灣註
冊、上市的市場機會。在 2019年上半年授權交易熱絡

個案研究
BMS收購Celgene，成為生醫史上第
二大併購交易案
2019年 1月 3日，BMS與 Celgene聯合宣布雙方
達成收購協議，BMS將以總價 740億美元（對應企
業價值 895億美元）收購 Celgene，成為近年來金
額最大的併購交易。 BMS及 Celgene於 2017年
腫瘤領域年收入前十公司中分列第三名和第五名，
憑藉 BMS的明星產品 Opdivo與 Celgene的重磅
炸彈 Revlimid，此次併購後新 BMS有望從 Roche

手中接棒過腫瘤領域第一的位置。併購完成後 BMS

將同時極大增強其在腫瘤、免疫、炎症心血管方面
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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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 : 向外授權 (out-licensing)

的比例大幅增長至 8成以上，反應過去幾年的台灣
生技產藥的努力獲得正向的肯定（詳見 P.8圖七）。
2019下半年是否能繼續此股力量，或展望未來 5年的
表現，也將是市場關注的重點。

綜觀台灣授權交易所涉及的治療領域，近 5 年整體交
易的前四名與全球授權交易的治療領域大致相同 (排名
略有調整 )，第五、六名則分別是心血管及生殖相關領
域的藥物（詳見 P.9圖八）。相較於全球近半數以上
的授權交易是在臨床前，台灣取得授權的則多為研發
晚期 (臨床二期到上市 )相對成熟及風險較低的產品。

圖一　2018年公開交易數量與金額統計及分佈百分比

資料來源：Cortellis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資料庫收錄生醫領域的公開交易，其中僅部分交易有公開交易金額。上圖依據 Cortellis 資料庫收錄內容，統計交易數量及公開的
交易金額，及其在各領域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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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2017與2018年度交易數量及金額對比

資料來源：Cortellis

圖二　2018全球前20大併購交易

資料來源：Corte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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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18全球授權交易的治療領域分佈

資料來源：Cortellis

圖五　前二十大價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授權交易

資料來源：Cortellis
2018年授權價值大於10億美元的交易共計32筆，此圖僅列出交易金額二十大的授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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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14-2019 台灣製藥及生命科學領域交易綜覽 (統計日期: 2019.6.27)

資料來源：Cortellis (統計日期: 2019.6.27)

圖七　2014-2019台灣授權交易In-licensing 及out-licensing的比例變化 (統計日期: 2019.6.27)

資料來源：Cortellis (統計日期: 20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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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14-2019台灣授權交易的治療領域分佈 (統計日期: 2019.6.27)

資料來源：Cortellis (統計日期: 20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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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工智慧來看藥物開發的新發展
趨勢
科技與跨界合作加速生醫研發模
式轉型
生技醫療的數位化應用愈趨普及，尤其新藥研發因需
耗費大量時間、人力等資源及成本，加上居高不下的
臨床試驗失敗率 1，促使新藥公司亦紛紛開始導入數位
科技，以提升行政作業效率、降低資料蒐集儲存與分
析的成本、優化臨床試驗設計、加快與主管機關溝通
的速度等等。

因此，導入數位科技將是藥廠近年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運用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 (AI)、大數據分析與穿戴式平
台等，可擴大數據的完整性，提高決策能力。美國在
2016年通過的《21世紀醫療法案》允許將臨床試驗
以外所蒐集的真實世界數據 (Real World Data, RWD) 

帶入新藥開發，利用蒐集自不同來源的醫療大數據得
到比臨床試驗設計更貼近真實情況的數據，有利於節
省新藥驗證成本，將加速新藥研發速度。

除了自行發展數位科技之外，藥廠也加強選擇與保險
支付方、主管機關、醫療機構、科技巨頭或新創公司
合作。如 2018年諾華、賽諾菲與大塚製藥共同與新創
公司 Science 37建立合作，希望透過「無站式」虛擬
臨床試驗平台，病患可直接參與臨床試驗，加速新藥
臨床開發進展。長遠來看，藥廠的數位研發之路才正
開始，未來藥廠的數位及合作能力或將成為生技製藥
產業創新及獲利的核心關鍵。

隨著人工智慧發展愈成熟，應用
於藥物開發的情境愈多元

AI在藥物開發上的應用情境多為篩選
候選藥物
隨著人工智慧 (AI)的技術發展日漸成熟，現於藥物開
發上亦開始有導入 AI的應用情境出現。在藥物開發的
各價值鏈上，AI可提供不同的輔助角色。

閱讀更多
真實世界數據 (Real World Data, 
RWD)
•  《真實世界數據將加速研發》，歡迎參考中文報
告：《2019年生命科技產業展望》，勤業眾信，
2019年 3月

•  《 生 技 製 藥 公 司 正 在 加 速 真 實 世 界 證 據
的 投 資 和 應 用 》， 歡 迎 參 考 原 文 報 告： 

《Mission critical: Biopharma companies are 

accelerating real-world evidence adoption, 

investment, and application》，Deloitte，
2018年 6月

 根據美國藥物研究與製造商協會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PhRMA) 統計，現階段新藥研發平均耗時約14年，平均成本將
近26億美元；參考BioMedTracker針對新藥研發成功率的統計，小分子藥物成功率最低，僅6.2%，生物製劑成功率也僅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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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探索階段

於最早的藥物探索階段，可藉由 AI運算來分析各種
檢測或臨床資訊，篩選更具潛力之候選藥物。目前
已有許多實際應用的案例，例如 Atomwise開發的
AtomNet 系 統、Merck 與 Cyclica 合 作 的 Ligand 

Express®平台（詳見右方個案研究）。

• 臨床前試驗 -病患使用階段

在臨床前試驗及臨床階段，分別可藉 AI來預測藥物的
毒性與副作用，以及強化對患者數據的處理，使臨床
試驗流程更順利。例如索元生物運用其 AI平台分析藥
廠後期研發階段的成果以尋找全新或適合的生物標記
物（詳見 P.12個案研究）。而經法規核准進入到病患
使用階段後，可藉 AI分析病患之生理資訊、生活環境
之訊息及基因遺傳資訊等各樣數據，達到個人化預防
醫學之目標。

• 上市前預測

此外，現亦可藉 AI進行上市時程及成功率預測。例
如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透過蒐集其旗下
Cortellis資料庫關於競爭、交易、藥政法規、臨床試
驗等情報，再分析正在申請專利的藥物其研發時程及
上市成功率，作為機器學習依據，以預測開發中藥物
各階段所需時程及成功率。以「2019最值得關注的藥
物預測」報告為例，報告中預測將有 7個將在 2019

年取得藥證上市並在 5年內達成年銷售額 10億美元
的重磅藥物，入榜的新藥中，截至 2019年 6月已有
Alexion的 Ultomiris(用於治療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
尿 (PNH))、諾華子公司 AveXis的 Zolgensma(用於治
療脊髓性肌萎縮 (SMA))以及 Abbvie與百靈佳殷格翰
合作的 Skyrizi(用於治療乾癬 )等 3個重磅新藥順利取
得藥證（詳見 P.15圖九）。

個案研究
禮來收購Atomwise AI探勘新藥技
術，每項達100萬美元
2019 年 6 月，禮來 (Eli Lilly) 和藥物探勘公司
Atomwise宣布將展開一項新的多年合作，禮來同
意以每項 100萬美元向 Atomwise買下特定疾病的
AI探勘新藥。Atomwise開發的 AI藥物探勘平台
AtomNet可模擬藥物與標靶結合的狀況，進一步分
析其化學及生物特性，以虛擬藥物測試系統剔除不
適合的候選分子。禮來希望將 AtomNet應用在他們
的化合物資料庫中，加速藥物篩選和開發。如果每
項化合物都順利開發成藥物，Atomwise將依研發
和上市的里程碑獲利 5.5億美元。此外，Atomwise

有權逕行開發禮來放棄臨床測試的化合物。

個案研究
Merck與Cyclica合作，運用AI篩選候
選藥物
2018年 12月，德國默克 (Merck KGaA) 宣布將與
Cyclica公司合作，使用其新型蛋白質組雲端篩選平
台 Ligand Express®，藉由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
模擬小分子與所有已知結構的蛋白質相互作用，並
識別對該疾病最理想的相互作用，或揭示不利的相
互作用以預防藥物的副作用，藉此篩選候選藥物或
發現新用途。如此一來，不僅提供更深度的篩選建
議，也能加速了解藥物的作用，加速可能需要一年
才能完成的蛋白質篩選過程，節省研發時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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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與人工智慧將朝跨業合
作模式發展
依據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指出，自 2013年起，
與 AI藥物開發相關之交易案件持續產生，2017年時
件數有明顯增加，截至 2018年第二季的案件即已與
2017年全年度的案件數量相當（詳見圖十）。

Pharma + IT + AI三大領域紛紛興起跨
業合作
觀察全球參與 AI應用於藥物開發之主要廠商，包含大
型跨國 IT企業、國際知名藥廠及 AI新創公司。其中大
型跨國 IT企業包括了 Apple、Google、Microsoft、
阿里巴巴等；AI新創公司則包括了 BenevolentAI、
Berg Health、Insilico Medicine、Numerate 等。
依據 Deep Knowledge Analytics 調查，在 2017 至
2019年間，參與 AI藥物開發的公司數量不斷攀升，
其中 AI新創公司投入家數的成長幅度最高（詳見 P.16

圖十一）。

AI與生技製藥跨界合作策略分析
鑒於藥廠研發成本逐年攀高，當數位科技應用到新藥
研發領域，影響層面已從提升內部研發效率轉為整個
研發生態圈的轉型。要實現這些改變，藥廠必須要投
入一定資源建置完整的資訊系統與科技。隨著真實世
界數據逐漸受到主管機關的採用，強大的數據篩選、
分析能力與嚴謹記錄將成為藥廠開發新藥必須具備的
能力。

藥廠與 AI新創公司，會因核心技術、擅長領域、合作
目的與目標市場等差異而選擇不同之合作模式。若企
業核心價值在於技術的公司，會傾向使用開放付費平
台或技術移轉 /授權的方式與藥廠進行合作，如擁有
AI演算平台的公司授權藥廠使用其平台進行藥物篩選，

個案研究
索元生物收購藥廠臨床III期成果，並
運用AI分析繼續研發流程
索元生物分別從禮來、BMS購得了三款首創新藥的
全球全部權利。其中一款為禮來處於臨床 III期的
小分子抗腫瘤藥 Enzastaurin (DB102)，索元生物
取得了該藥全球開發、生產和銷售權以及所有相關
智慧財產權和資訊，並利用其逆向全基因掃描平台
技術對 DB102的 III期臨床試驗樣本完成大規模的
基因組學分析，並結合臨床指標進行 AI大數據計
算，從而發現了一組全新的生物標記物 DGM1。另
一款為禮來已完成臨床 II期試驗的抗精神分裂症首
創新藥 Pomaglumetad (DB103)，索元生物取得了
其全球所有原料、臨床數據、專利及商標權，預計
近期將展開 III期臨床試驗。此外，索元還從 BMS

和 AMRI取得了用於治療耐藥性抑鬱症的首創新藥
Liafensine的全球權利，擁有該藥在全球的研發、
生產及銷售權利。

總體來說，索元生物的 AI藥物開發策略為：從國際
大藥廠引進經過臨床後期試驗證明其安全性且顯示
對部分患者有效的新藥，再利用其獨創的生物標記
物平台技術在殘餘的臨床樣本中找到可預測藥物療
效的生物標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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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使用費或授權金；而大型藥廠或 IT企業則傾向
於投資入股或收購 IT新創公司，以有效率地取得技術
或產品的所有權。

每種合作交易模式都有各自的優缺點，應視交易雙方
之需求做出不同決策。以下彙整幾種常見的合作策略
類型。

常見合作類型
• 授權

AI與藥廠的授權合作，主要係指 AI藥物開發新創公司
將所建立之 AI技術平台或自身發現的化合物技轉至應
用端，以收取授權金或系統維護費用等。如 Auransa

是一家新型 AI醫藥公司，利用 AI和基因組學開發疾病
亞型的新療法。2018年 Auransa與中國腫瘤醫療有
限公司針對一項處於臨床前開發階段的化合物簽訂獨
家授權，授權其在中國及東南亞國家開發和商業化。
此協議 Auransa不僅獲得預付款，尚能領取里程碑付
款和銷售權利金。

對於被授權方來說，適合在預算較受限或是當併購估
值過高時使用，可快速獲得人才與專業知識；而對於
授權方來說，適合公司正在籌備 IPO階段，可保留技
術或智財所有權。然而，由於授權雙方需要互相依賴
來達到目標或是關鍵的里程碑，共同決策可能會導致
運作更複雜或是進展延誤。

• 策略聯盟

依合作目的及合作緊密程度不同，可分為合作互補、
同質合作、結盟。合作互補係結合各自專長，進行共
同開發；同質合作主要係為強化規模效應，使競爭關
係轉變為合作關係；而結盟係成員需簽屬權利與義務
合約，共同分擔風險、共享資源。

如 Google和史丹佛大學合作，利用 Google的龐大神

經網路系統來搜尋用於治療阿茲海默症的候選藥物。
另外，Sanofi與 Berg Health合作，對患者的生物標
本基因測序，並與患者的病史結合，建立起健康及患
病組織的不同模型。最後藉由 AI演算法找出生物標誌
物或藥物靶點。

• 併購

大型藥廠或 IT 企業藉由收購 AI 藥物開發或醫療
大數據分析公司，可直接享有技術或產品的所有
權。 如 Roche 於 2014 年 12 月 Roche 收 購 Bina 

Technology，此為一專注於利用機器學習對基因組進
行分析的公司。索元生物收購大型藥廠後期研發階段
的成果，藉由 AI與大數據平台，精確地尋找與藥物療
效相關的生物標記物，並針對敏感人群完成新藥的研
發。

對於買方來說，併購可使雙方技術重疊的機率降低，
使研發成本減少；而對於賣方來說，若併購估值較高
時對於當前的投資者和員工將是有利的。然而，也經
常會面臨雙方對於公開發行公司的估值難以達成共識
的困境，且相較於其他合作形式，併購對於標的公司
較有侵略性，可能導致人才與知識的流失。

• 合資

購買公司部分股權，或各自出資成立合資公司，再藉
授權或技術移轉進行技術、產品開發及商業化。如
2017年 8月 Amgen Ventures向美國醫療大數據分
析公司 GNS Healthcare投資 600萬美元的股權。此
次資金將用在機器學習以及模擬平台的後續開發，以
幫助判斷疾病治療後的效果，以及輔助醫療供應商進
行市場決策。

相較於授權或併購，採用合資的時間點適合在進入未
知的新市場，或是當該藥物領域尚未有太多競爭者時，
意即正值產品或技術的細節還未明確時，透過彼此合
作能使雙方有一致的目標，發揮最大化的互補功能。
然而，亦需考量如何訂定投資架構及相關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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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跨域共創的新藥研發系統
觀察前述之各大藥廠之跨域合作，許多跨國藥廠已跨
入數位業務 (Digital business)的發展，並借重在創新
數位科技的投資，啟動多項數位科技與臨床試驗的新
型專案。另外，大型藥廠與保險支付方、主管機關、
醫療機構、科技巨頭或新創公司的合作更加密切，善
用 AI、大數據分析與穿戴式平台等科技，擴大數據的
完整性，提高決策能力。

近期推動生命科技數位化轉型的領先技術包括：AI、機
器人自動化、醫療物聯網 (IoMT)、軟體醫材（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SaMD）、區塊鏈、DIY診斷、
虛擬照護、藥物行動配送和臨床試驗、基因組學、新
世代療法、雲端計算、真實世界證據（RWE）和數據
驅動的精準醫學。這些創新應用在全球逐漸落地，雖
然生醫產業已有許多高品質的學術與臨床資料庫，但
分散在各大學術機構與醫院，數據整合不易，且具備
相關經驗的人才短缺，因此建立跨域共創的研發系統，
成為解決醫療與研發資料問題的核心選項。長遠來看，
藥廠的數位研發之路才正開始，未來藥廠的數位能力
或將成為生技製藥產業創新及獲利的核心關鍵。

結論
當數位科技應用到新藥研發領域，將帶來轉變的不只
是研發速度，而是整個工作流程以及產業生態圈。因
此，藥廠必須投入一定資源建置完整的軟硬體設施和
合作模式，以因應合作夥伴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並
串聯所有資源。

在垂直整合的面向上，醫藥研發不再只有醫藥廠商單
一性的投入，除了前述生技製藥廠商、AI技術公司、
IT企業在新藥研發上的合作外，許多跨國藥廠旗下的
創投基金也增加與數位科技新創公司的投資與合作，
領域遍及數位藥物、數位行銷與資料服務等；此外，
部分生物製藥公司也正在改革自身的 IT平台與策略來

支援大數據分析，期望隨著數據累積，人工智慧和機
器學習可充分利用醫療數據的潛力。

在水平整合的面向上，跨業合作必定擴及到整個生態
圈。生醫業者應思考如何結合醫院、藥局、保險公司、
長照健康機構、病患甚或是廣義的消費者，共同形成
健康照護生態系統 (Health Ecosystem)，透過創新平
台、系統整合、資源共享，來滿足客戶需求，並提升
價值鏈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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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AI運用實例-預測新藥上市時程及註冊成功率

資料來源：科睿唯安 (註冊成功率預測時間: 2019年2月)

圖十　2013-2018年 AI藥物開發相關之交易案件數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究整理；CB Insights



16

生技製藥合作交易白皮書

圖十一　2017-2019年參與AI於藥物開發應用之廠商家數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究整理；Deep Knowledg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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