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年度工業局製藥產業技術輔導與推廣計畫培訓課程 

性別統計分析報告 

壹、計畫目標 

台灣製藥產業以生產製造學名藥為主，大部分業者為中小企業。我國藥

廠大部分以開發專利過期的學名藥為主，國內學名藥廠商的發展，長期受限

於國內市場規模及激烈競爭而成長不易，惟有跨出台灣，邁向國際市場，方

能創造獲利。未來各區域市場的學名藥產業可望持續蓬勃發展，如何針對各

區域市場特性，擬定合適的經營及行銷策略，將是我國學名藥廠現階段必須

考慮的重要課題。經濟部工業局從 2006 年即開始透過計畫推動製藥產業國

際化，經由政府政策的支持、法人的輔導與業者本身的努力，近幾年我國西

藥製劑外銷成長迅速，西藥製劑出口值於 2010 至 2014 年間，從新臺幣 63 

億元成長至 118 億元，至 2018年已達 127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較有規模之

業者已具有外銷的基礎能力，且我國已於 2015 年全面實施 PIC/S GMP，自

108 年起領有西藥製劑藥品許可證之販賣業藥商皆須符合 GDP，以完善藥品

運銷供應鏈，屬現今全球最嚴謹之製藥優良製造規範，此措施等同我國藥廠

生產之藥品品質已與世界各國一致。  

除了發展具高技術門檻之利基學名藥，台灣製藥業應該朝向開發更有競

爭力之產品，同時持續拓展國際市場，以擴大市場面，增加營收，作為研發

之基礎，如此才能使我國製藥產業蓬勃永續發展。因此，為協助我國製藥業

者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帶領業者轉型開發更有競爭力與高價值之產品，擬透

過計畫特別加強我國製劑技術之提升及國際市場利基產品開發輔導與藥品

外銷輔導，以使產品高值化，提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本年度計畫分為 3 個主要分項計畫以加速促進產業創新與國際化，包

含製藥創新技術輔導、產業國際競爭力精進與政策推動與計畫管理。其中分

項二涵蓋產業國際化人才培訓，針對業者需求，以技術、法規為核心基礎，

搭配務實之專業經驗，進行人才之培育。期望藉由專業服務與核心技術之輔

導，協助國內製藥產業技術升級，以因應進入國際市場所需。 

本年度舉辦 3 班次製藥產業國際化人才培訓課程，協助產業解決面臨

問題，達成計畫目的。而為落實兩性平等，以適合兩性專業人才參加培訓之

時段辦理課程；課程規劃在上班日之白天時段，以利從業人員兼顧家庭需

求。印製文宣資料於訓練課程中進行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權宣導，讓參訓學



員皆能獲得相關資訊，達廣宣之目的。 

 

貳、培訓人數統計 

序 課程名稱 辦理日期 
課程時數 

(時) 

培訓學員人數 

(人次) 

1 
藥廠 GMP 精進訓練- 清潔確效執行與交

叉汙染防治 
109.07.02-03 12 95 

2 藥物動力學在製藥發展之應用 109.08.04、12 12 72 

3 製劑研發設計與關鍵製程應用 109.11.04-05 12 35 

合計 36 202 

參、性別比例彙整 

序 課程名稱 

培訓學員人數 

(人次) 

培訓學員比例 

(百分比%) 

總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 
藥廠 GMP 精進訓練- 清潔確效執行與

交叉汙染防治 
95 52 43 54.7 45.3 

2 藥物動力學在製藥發展之應用 72 32 40 44.4 55.6 

3 製劑研發設計與關鍵製程應用 35 20 15 57.1 42.9 

合計 202 104 98 51.5% 48.5% 

肆、結論：  

整體課程分析結果，男性學員佔 51.5%，女性學員佔 48.5%，再詳細討

論分析，大多男性之從業人員多以生產製造、廠務工程等工作為主，女性則

偏向於法規、查驗登記及品管分析等。以製藥產業整體而言，兩性比例差異

並不大，單以本年度培訓人員分析，個別課程兩性比例略有差異，但整體而

言，差異則不明顯。未來在課程規劃上，除針對產業需求外，也將盡量涵蓋

各領域，使學員性別比例趨於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