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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年暑假，非官方的人力銀行統計資
 料顯示，失業率最高的科系為生物技

 術。大批生物技術的碩士、博士畢業
 生，在學術與研究單位逐漸額滿後，只

 剩下約僱助理的職位，最後連計畫助理
 也是一職難求。



幾年之前，生物技術是如此風光，幾乎是農
 學院大學畢業生就讀研究所的首選。而今大
 批碩、博士充斥台灣。這些有特殊專長的畢
 業生卻沒有就業市場，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建
 立農業生物技術產業。

在檯面上的生物技術產業是化妝品與健康食
 品，此兩種產業只需要口才流利的推銷員而
 不需要研究人員。



1.工商時報科技報導專欄早已抽掉
 “生物技術產業＂此項目。

2.月刊“生技時代＂也已停止刊行。

3.許多企業界的資金早已自生物技術
 公司撤出，轉向投資其他技術。

4.生物技術投資說明會、相關訓練班
 等也都一一停辦。

農業生物技術的衰微早有徵兆農業生物技術的衰微早有徵兆



生物技術在暴起暴跌之後留下的最
 大問題是近年來成立的相關科系

這些科系要如何更名轉型？此科技
 領域根本的問題在於沒有就業市

 場。只有生物技術研究，沒有真正
 的生物技術產業。無產業即無就業
 市場。



成功的生物技術產業—  
美國的種子公司

種子公司原來具有市場，有行銷管道
 瞭解市場的需求。種子公司自身有研
 究單位，發現以傳統育種無法解決其
 種子產業的技術需求。因此公司有系
 統的引進生物技術，以基因轉殖方式
 得到種子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其生物
 技術研究的投資雖然龐大，但是目標
 十分明確。



技術成熟又能通過環境生態評估
 之後，基因種子成為其公司行銷
 產品的一種新產品。利用原來的
 行銷管路進行此種基因種子的銷
 售。

成功的生物技術產業—  
美國的種子公司



成功的種子產業用以說明生物技  
術何以成功

代表著並不是單獨隔離的一項生
 物技術即可帶來無限商機，而是
 以此生物技術（轉殖基因種子）
 為關鍵技術，用以提升傳統產業
 的競爭力，使此原來產業有更高
 的價值。



生物技術不是一步登天，而是要納入原
 來的產業才能彰顯其生物技術的價值。
 如果未能考慮是否能與傳統產業結合，
 這項生物技術無法判定已是成功。

在學術論文的發表中生物技術是一篇論
 文，代表一個片斷技術，一個點技術有
 了結果。在生物技術的專利內容，更能
 看到此特色。無論是創新專利或改良專
 利，都只是一個點，一個小片斷技術，
 不是全程技術，更不是系統性的技術。



動物複製為例

在全部基因皆完全複製，動物有
 正常的生理，表現正常的成長至
 老化時程，才稱為成功。



台灣農業旗艦作物蘭花為例台灣農業旗艦作物蘭花為例

對於蝴蝶蘭利用基因技術育種，
 無論是所謂的細胞融合技術或是
 基因移植技術，都要自組培苗、
 小、中、大苗栽培至開花株，在
 開花性狀無變異，有商品價值，
 才可稱為是個成功的技術。



成功的生物產業公式：

成功的生物技術產業＝

【完整的生物技術】×

【應用於有競爭力的產業】



美國穀物種子公司的案例即可以
 應用此公式說明。其完整的生物
 技術是選育成功具有抗病、抗

 蟲、耐塩、耐旱等能力的種子，
 應用於其種子產業，藉由其原來
 具有的行銷管道以掌握市場。



許多沒有結局的生物技術產業往往以
 生物技術研究本身先天是耗時、耗錢
 為藉口。實際上生物技術產業是否值
 得投入，以統計的期望值計算公式即
 可進行推估：

生物技術產業的期望值＝

【投入的研發金額】×【成功的機率】



台灣生物技術產業的根本問題

生物技術產業的期望值＝

【投入的研發金額】×【成功的機率】

不是在前者而是在後者。前者為投入
 的研發金額，歷年來占有台灣整體研
 發經費的比例極高，但是後者成功的
 機率反而極低。



台灣生物技術產業，尤其是農業生物技
 術，成功率極低的原因可歸納如下：

一、學術論文的成功並不代表產業成功

在基礎研究方面，論文發表是一種責任，
 代表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學術界分享。在
 生物技術之領域，可投稿的國際學術刊物
 實在很多，因此努力進行窄而深的研究，
 投稿學術期刊並非難事。尤其以台灣研究
 機關儀器設備的新穎昂貴更是為許多國家
 學術界欽羨。但是發表學術期刊只是盡本
 份，並非代表可到達此階段即告成功。由
 於缺乏對產業的認知，研究人員只停留於
 發表論文此階段而自滿，尚未認知建立產
 業的重要性。



二、無全程性的研發

農業生物技術如果成功，也只是
 農業全程生產的一個階段，並不
 代表全程生產都已成功。因此自
 生物技術至生物技術產業需要有
 全程的技術，有整體性的技術。



三、無全球定位的概念

自生物技術落實於生物技術產
 業，需要考慮此產業的全球定
 位。此產業是否在國際市場上有

 其競爭力，台灣此產業在國際市
 場上是否有優勢。



以文心蘭產業而言，生物技術的研
 究即失去了完整性與效率性。以生
 物技術探討文心蘭的開花機制，在
 根本上忽略了此作物的銷售幾乎是
 盆花，而切花品種南西其開花品質
 由夜溫決定。因此無論用任何基因
 技術以促進開花，台灣的高夜溫環
 境限制了開花品質。



對於國際產業的忽視

因而不了解菊花的栽培人力需
 求、氣候限制與國際市場的售
 價。以基因技術進行菊花育種，

 無法解決高昂的生產成本問題，
 因此對產業本身無法產生影響。



對研究對象了解並不透徹

以蘭花為例，目前蘭花每一基因
 的功能與特性都未完全明瞭，以
 基因轉殖進行育種也只是一種亂
 槍打鳥的舉動。



台灣宣稱成功的拖鞋蘭的組織培養代
 表著一篇學術論文的發表，但是其

 研究內容卻是顯示對此產業根本不
 瞭解，是典型的閉門造車研究。

拖鞋蘭的繁殖在蘭花業界仍是採取種
 子傳播，以雄蕊與雌蕊交配形成果

 莢。成熟果莢內種子於無菌環境播
 種，此技術的成本低但是不整齊。



組織培養是將一株具有商業化條件的蘭花的
 花梗節點或新芽，以組織分生方式生產種

 苗。此技術複雜，但是適合蘭花量產的需
 求。

台灣的學術界相關研究是以種子發育過程的
 體胚進行組織培養，此技術層次較低，而且
 體胚未經完整的發育、成長與開花階段，無
 法確定其花型、花色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商業
 化品種。以體胚繁殖完成的組培苗無法預知
 是否有商品價值。因此此類介於種子播種與
 分生苗生產中間的技術，雖然可以用來發表
 一篇論文，但是對產業而言，無多少幫助。
 因此無拖鞋蘭組培業界採用。



生物技術研究雖然無法成就產
 業，但是造就了一篇篇國內外的

 論文與產生數不完的碩、博士學
 生，也養成了生物技術研究人員
 的驕縱心態。只有初步的小結

 果，就大肆宣揚對產業有偉大的
 成就。



1. 對於稻米進行基因改造，含醣比例增
 加一倍，即宣傳釀酒量可以增加一

 倍，成本可以降低一半。

2. 拖鞋蘭種苗研究，研究者聲稱可使原
 來一株一百萬的拖鞋蘭售價只有10

 元。

3. 其四倍體的蝴蝶蘭可以使得每株三百
 萬變為每株300元。

4. 發現大豆的黑色基因，即宣稱可以移
 入蝴蝶蘭而育成黑色蝴蝶蘭。



生物技術是否有實際用途，以簡單的
 

質量不滅定律即可理解。

轟動一時的黃金米為例，當時被稱為
 人 類糧食生產的奇蹟，可以解決缺

 乏胡蘿蔔素的問題。先不論此種稻米
 的量產是否成功，只要以簡單的數學
 公式即可得知。一口胡蘿蔔的份量含
 有多少胡蘿蔔素？一公斤的黃金稻米
 含有多少胡蘿蔔素？兩者相除即可知
 道要攝食多少黃金米才能等於攝食一
 口天然的胡蘿蔔。



台灣的農業生物技術已自燦爛趨
 向平淡，已無過去的光輝，當然
 研究人員也無往日的氣焰。農業
 研究的新潮熱門也已自生物技術
 轉向綠色能源植物。因為生物技
 術的熱潮因而成立的各種生物技
 術科系，開始面對如何延續的問
 題。



投入此生物技術研究的學者其工作
 不是不辛勤，發表的論文也不是

 不多或是不精彩，但是就是無法
 建立產業。沒有建立生物技術產
 業，學生即沒有就業市場。但是
 學生在設法轉業中，面對的問題
 反而是來自生物技術中窄而深的
 訓練。



在研究過程過度依賴昂貴的儀器
 設備，對於基本的學理反而訓練
 不足。無產業目標，無技術特

 色，如黑洞般吸入大筆研究經
 費。當研究所或相關科系一家又

 一家的成立，相關的師資愈來愈
 多，國家也再無財力再填補此日
 益增大的黑洞。到此階段即代表
 此科技的沒落。



國外生物技術並未被特別彰顯，反而是
 融入以往的產業，成為輔助產業升級的
 一項新技術。台灣生物技術在暴起暴跌
 後也趨向平淡。

學術上與生物技術發展過程相同的學術
 研究主題還有奈米技術，還有生物晶

 片。其根本的問題也與生物技術相同，
 只是此兩者的發展與定位是否能自生物
 技術的演變得到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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