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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產學處發展目標



新創農場、在地鏈結、生醫聚落、國際合作

產學處後COVID-19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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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處組織架構調整方案

負責產學處、督導、管理
與運作

協助產學處之管理與
運作

產研合作/行政組創業培訓組 商業發展組

莊曜宇-AI/大數據
李光申-藥品/細胞治療
孫瑞昇-醫療器材/輔具

產學長

副產學長（待聘）

諮詢顧問小組

組長 組長 組長

經理人及行政助理

產學長

行政組
生物科技發

展育成中心

（原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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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新創農場



• 採培訓及輔導雙軌模式
• 蒐集培訓需求，朝市場情資/TPP撰寫、技術轉譯/智財佈局、行銷與商業管理、臨床試驗法

規4大主軸
• 導師或關鍵意見領袖(KOL)，1對1個別或陪伴輔導
• 開設與參與專案管理的專業訓練課程
• 促進關鍵人物的經驗知識分享

學生

后台管
理系统

創新創業
全國大賽

創業經營
應用課程

創新創意
基礎課程

新創農場-選才、分才與育才

教師/醫師

產品開發
預設藍圖

智財權整體
佈局策略

臨床試驗法規
及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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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組成

• 透過三創課程及實務工
作坊找出「行動導向
型」、「人際導向型」
及「謀略導向型」角色
進行團隊組建

市場需求

資源整合

場域驗證

• 由Clinical Unmet 
Needs中找出待克
服或有市場立基的
問題 • 藉由師生及健康醫療

促進聯盟，協助創業
團隊在人才、資本、
技術、時間及管理上
的需求

• 提供臨床場域進行
上市前測試及商業
模式驗證

新創農場-滿足創業者需求



人才培育與匯聚產業菁英

生醫產業創業學院

EMBA 學程

培育體系內外高階
經營管理人才

碩博士學分班接軌
正規學程

各學院產業學程

與業界合作培育產業
科研人才

依聯盟產業需求培
育進階科研人才

培育醫療機電相關
基礎人才

大學及碩博士正規
教育

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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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醫師具有高階
經營管理的能力



推動校園創新文化 : 商化及市場推動團隊培育

嫁接大型計畫(經濟部價創2.0計畫申請)
產品規劃 市場及競品分析

邁向市場(發明專利補助經費投注)
申請IP保護 符合法規試量產

練功坊(科技部育苗計畫申請)
第三方驗證 雛型品製作

思想改造(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投注)
商化課程 創造需求

研究成果轉譯
現有研究成果 預計發展目標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起始階段

新創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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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校內外資源匯集及整合



研究、醫療、法人及產業資源匯集

連結法人和
政府單位資
源整合

跨領域研發
團隊組成

中醫大體系研
發能量盤點

➢ 中醫大體系重點研究方向

• 精準健康產業

• 核酸藥物領域

• 細胞治療領域

• 健康大數據與AI智慧醫療

• 多維列印領域

• 精準醫療檢測與治療

➢ 發展產業導向的各式檢測、

設計、製造和服務平台

(CRO/CDMO)

➢ 校院合作攜手/夥伴計畫(3

億/年)以臨床需求和產品

開發為目標 中醫大、亞洲大學跨校技術能量互補

連結中部科學園區、中部工業區、新竹科學園區…等 12



創造產業價值的加值模式

技術創新
價值創造

取得技術
取得驗證

提出需求
提出問題

了解需求
了解問題

• 知識與市場的連結
• 專利與價值的創造

技術產業化

技術
開發

解決
問題

產學處資源平台

滿足
需求

設計
思考

專利技術/產學計畫

解決
問題

智財佈局 產業合作

產業需求

長聖/長佳/聖安/長陽/
產業需求者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附醫
校院合作

市場
商模

定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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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創新



• 專利檢索
• 市場分析
• 法規規範檢索
• 可行性驗證
• 產品市場導入規格

• 符合GMP精神樣品試製
• CMC 資料確認
• GLP生物相容性測試
• GLP臨床前功效性測試
• 協助產品驗證與確認

• 產品雛型品設計與行銷
• 協助spin-off
• 協助技術轉移

產學合作計畫
育苗計畫

新
創
團
隊
開
發
三
步
驟

可導入之資金來源 協助開發之項目

由
產
學
處
協
助
整
合
資
源
進
行

科技部

經濟部

中國醫大

國內外創投

試製中心

第三方驗證單位
GLP認證實驗室

產學處

TMRP
科技部商品化
中心

產學團隊

新創公司
產學新創公司

或
其他新創公司

• 取得相關認證
• 產品授權
• 產品經銷

技術團隊

執行/配合單位經費來源

（此階段為技術開發關鍵資源）

技術團隊

價創2.0

外部資金

天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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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公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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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園區/工業區
潛在廠商名單

• 建立校內研發能
量資料庫

• 組建跨職能服務
團隊

• 協助鏈結中大型
計畫或投資

• 高階/一般健檢服務
• 專屬健康照護團隊 (Procare)

• 建構產業經理人溝
通平台

• 誘發技術開發模式

• 鎖定績優生醫
廠商需求

• 依照需求建立
商化模型

• 提供生醫產業
相關資訊

• 提供生醫投資
訊息與媒合

健康醫
療促進
交流會

中醫大
產學處

健康醫學
團隊

生醫產業
社群經營

產學合作
技術商化
模式

面對面
產學需
求媒合

健康醫療
促進聯盟

• 定期舉辦交流會
• 媒合校院研發資源

健康醫療促進聯盟-後疫情健康是所有人的關注焦點



高階健檢

名單
交流會 加入會員

參與交流會及

健檢方案

投資生醫產業

或技術

邀請企業
主/高階經

理人

健康醫療促進交流會

一季舉辦一次活動

參加人數:30人

地點:

台中 (台中總院-中科、台中工業

區)

新竹 (新竹附設醫院-竹科)

台南 (安南醫院-南科)

台北 (台北分院-內湖科學園區、

南港生技園區、新北工業區)

⚫健康醫療講座
⚫主題研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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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BTC 政策建議要點
智慧醫療沙盒催動生醫躍進

完善生態系
• 強化國內外多元人才培育及

延攬

• 平衡監管與產業發展需求

• 促進產業研發成果落地

建構健康大數據平台
• 資源整合及基盤建構

• 導入商業運用模式

跨域/防疫科技創新
• 扶植智慧醫療關鍵技術

• 加強疾病產品開發及製造

強化國際鏈結
• 推動國際策略聯盟、拓銷

全球市場

• 導引海內外資金挹注生醫

產業

強化國際鏈結

建構健康
大數據平台

跨域/防疫
科技創新

完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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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鼓勵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新』藥 生技『醫』藥

增訂「新劑型製劑」、「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

醫療」、「受託開發製造生技醫藥產品」為租稅獎勵適用範圍

鼓勵研發與製造並重

- 除研發支出外生產製造或系統支出可投資抵減

個人投資(新創)可採稅額抵減

技術人才之獎酬、技術股或認股採取得或轉讓之孰低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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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增設產學型教師升等



以產學型申請教師升等者，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五年內，須符合下列申請資格之一項：

助理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備註：
1.採計之合約書以本校為合約當事人，產學合作計畫其結案日期在期間內方可列入，日期以發票或領據日期為準。
2.技術移轉實收金額，依發明人資料表貢獻比例計算。產學合作計畫依計畫主持人貢獻比例計算。

1,000,000 

3,000,000 

8,000,000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7,000,000

 8,000,000

 9,000,000

發明專利技術移轉 技術移轉 產學合作計畫

實收金額

2,000,000 

8,000,000 

15,000,000 

 -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14,000,000

 16,000,000

發明專利技術移轉 技術移轉 產學合作計畫

實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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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型教師申請升等時其主論文篇數最低標準規定如下：

1.總篇數至少6篇
2.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書3篇
3.代表技術報告著作：1篇
4.代表專利累計達40分

項目 計分

國內新型專利 5分

國內發明專利 15分

國外新型(實用新型)專利 10分

國外發明專利 20分

1.本校為專利所有權人，發明專利以專利公告日期為準同一項發明獲多個國家(多處)專利者仍視
為一件專利，選其最高之分數計分；已有發明之新型改良不視為另一件專利。

2.專利計分依提案申請時所提供之「專利發明人資料表」中貢獻比重進行採計。

1.總篇數至少5篇
2.相關領域之期刊論文或專書2篇
3.代表技術報告著作：1篇
4.代表專利累計達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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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學合作對於教授、醫師的益處

校院經費
支持申請
專利

政府
計畫申請

(科技部育苗、
經濟部價創2.0)

成立新創
公司機會

技轉金
實質回饋

產學型
升等

校院合作
(攜手及夥伴計
畫、臨床需求)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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