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三大關鍵，為生技製藥公司掌握 AI 在健康醫療

產業 2,500 億美元的價值成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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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成為生技製藥公司的市場領導者，抓住 AI 2,500
億美元的價值潛力

PwC 預期生技製藥產業和健康醫療產業即將迎來數位化、客製化的未來，同時治療與預防

的界線將逐漸縮小。人工智慧（AI）正加速整合製藥產業、健康醫療產業、科技、消費品

這些領域，並為這些領域帶來龐大的利益。生技製藥產業可以透過兩種方式成為市場領導
者： 將 AI 結合新產品和服務，獲得直接效益；或利用 AI 優化產率和效率，獲得間接效

益。本文聚焦在如何運用 AI 獲得間接效益，以及其相關使用案例。 

上一年度（2023），大部分生技製藥公司皆專研在 AI 對現有業務的影響，並優先考慮有

助於公司維持領先地位的 AI 使用方式。PwC 分析超過 200 件 AI 使用案例以及 25 位來

自健康醫療、生技製藥、科技產業專家與思想領袖的產業見解，結果指出： 

• 將 AI 應用產業化，並於製藥公司整個組織中跨部門實行，在 2030 年將可能獲得翻倍

的營業利益

• AI 應用對營運效益占 AI 總效益 39%，加強生產、材料和供應鏈成本的效率

• AI 應用對研發及產品商品化效益，分別占總 AI 效益 26%及 24%，加強新藥開發的

效率及創新的研發模式

• AI 應用對功能領域效益占 AI 總效益 11% ，加強 IT、財務、人力資源、法務與法規

遵循的速度與效率

• 若生技製藥公司能夠全面將 AI 應用產業化，總計可在 2030 年額外創造 2,540 億美元

年營業利益，此額外營業利益將包含來自美國 1,550 億美元和歐洲（歐洲經濟區、瑞

士、英國）330 億美元

• PwC 預期， 2030 年後 AI 對研發的影響將更甚於此，AI 市場領先者與追隨者的差異

將顯現在營收與價值鏈效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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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觀察市場發現，業界的主要市場競爭者早已著手進行 AI 的布局，並一致視 AI 導入為高度優
先項目，然而僅有極少數公司能夠大規模將 AI 轉為可操作的實際應用。PwC 為生技製藥公司統
整出能夠完整發揮 AI 潛力的三項關鍵步驟： 

將 AI 應用產業化，並於製藥公司整個組織中跨部門實行，在
2030 年將可能獲得翻倍的營業利益。目前 AI 主要影響生技製藥
產業的營運，2030 年後，AI 為基礎的研發模式將重新定義生技
製藥產業。

Dr. Christian Kaspar in Handelsblatt, March 2024 

1 
評估交付方式

生技製藥公司必須評估完善的交付方式，並快速執行於優
先項目。目前為止，超大規模雲端平台（cloud 
hyperscalers）搭配技術夥伴（implementation partner）
兩者混合的交付方式，是目前最快的方式，優於內部、IT
主導、或是廠商主導的方式。 

2 
栽培創新研發

建立具體流程，栽培創新研發，並設立專門團隊，負
責測試，不斷進化的模型以及相關技術 （例如： 大型
語言模型運作平台 Large Language Model 
Operations，LLM Ops ），這是從市場追隨者脫穎成
為市場領導者的關鍵。 

3 
推動 AI 重塑計畫

AI 產品交付完成後，將會對工作方式有巨大的影響，進
而從根本上改變業務的運行方式。因此，要發揮 AI 產品
的價值，需要員工擔負著責任感和影響力下使用 AI 產
品。 要達成這個目的，需要一個重塑計畫，由上而下推
動 AI 產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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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I 將對生技製藥產業價值鏈帶來龐大價值 

在 AI 影響力不斷擴大的時代下，AI 持續改變健康醫療產業；並持續掌握未來的價值趨勢，生技

製藥公司要如何解鎖 AI 價值潛力（詳見圖 1）？ AI 價值潛力可分為兩個面向： 1. AI 產品與服

務改變目前製藥公司的營運模式，我們稱之為「AI 直接效益」（更多解釋詳見第三章）；2. AI
強化既有的營運模式和價值鏈，如： 提高營運之綜效、結果、收入、節省成本，我們稱之為

「AI 間接效益」，本文聚焦剖析 「AI 間接效益」。 
 
 
圖 1  
製藥公司實現 AI 價值潛力之方式

 
 

 
資料來源：Strategy& analysis  

 
 
 
 
 
 

 

AI 在生技製藥公司的「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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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生技製藥公司的「直接效益」 

利用 AI 創造新產品與服務，並帶來全新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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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在 2030 年透過 AI 間接效益可實現之總利潤 （僅列出各功能領域之前三大使用案例） 

 
 

 
 
 

資料來源： Strategy& analysis  
 
 

PwC 根據產業經驗及過去的客戶專案，分析超過 200 項 AI 使用案例，分析顯示這些 AI 使用案
例皆與生技製藥公司損益（profit and loss， P&L）之根本因素息息相關，估計「AI 間接效益」
可為新創生技製藥公司額外創造 20%營業利益。25 位來自健康醫療、生技製藥、科技產業專家
與思想領袖的訪談表示，全面運行 AI 後將對損益帶來更多不同面向的影響。考量 AI 在價值鏈中
各環節運用的程度不同，故分析模型中已加入邊際效益函數校正該差異，並同時透過專家訪談，
評估 AI 使用案例對既有業務與營運模式的影響能力，及實施的可行性。（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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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對營運的效益占 AI 總效益 39%，為最高比例，因 AI 高度影響生產、材料和供應鏈成本等營運
成本的基礎。AI 對研發及產品商品化的效益，分別占 AI 總效益 26%及 24%；在研發及產品商品
化上 AI 不僅提高效率，更透過改變新藥開發以及市場互動方式提高收入。而 AI 在功能領域的效
益占 AI 總效益 11%，為 IT、財務、人力資源、法務與法規遵循等支援程序的速度與效率注入巨
大潛力。 
 
綜觀以上，若生技製藥公司能夠將 AI 應用產業化，並於整個組織中跨部門實行，將有可能提高
收入、降低成本，將營業利益翻倍。PwC 預期 AI 產業化的時代將開始於 2030 年，且唯有現今
視 AI 為優先項目的公司，有機會可以徹底實現 AI 產業化。此模型的結果包含不同採用 AI 的速
度，其中美國領先，緊接著是新興市場及歐洲。 
 
根據生技製藥產業年 5.7%年複合成長率 （不考慮 AI 效益的影響），若能達成高度 AI 產業化，
2030 年總計可在全球額外創造 2,540 億美元年營業利益，此額外營業利益將包含來自美國 1,550 
億美元、新興市場 520 億美元、和歐洲 330 億美元、和其餘國家 140 億美元。（圖 3） 
 

 
 
圖 3  
全球 AI 價值潛力

 
 

 

 

資料來源： Strateg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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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研發上的價值 
 
研發對於新創生技製藥公司保持競爭是相當重要的。研發確保新創藥物能夠準時進入市場，這攸
關能否取得市場領導地位、市占率、以及創造收入。而研發的成功關鍵在於成為 ”市場首見 
（first-in-class）” 或 ”市場最佳 （best-in-class）”，即使現今公司可以預期研發的時程，但仍
難以把握成功的關鍵。在臨床試驗中，新藥上市的速度和花費是成功將產品商品化的關鍵，回顧
逐漸下降的投資報酬率，研發迫切需要藉AI的力量重塑。現今臨床試驗缺少系統化的決策方案，
如：應該自行實施或外包臨床試驗？何時該停損試驗？而這些都將可以透過AI實現。個人化醫療
的趨勢 （將 AI 導入治療） 顯示目標病患的族群正在縮小，這將會增加研發壓力，進而增加預算
壓力。 
 
AI 為研發難題揭開了多道曙光。Merck（德國默克）旗下的新創藥物探索 SaaS （軟體及服務）
平台 AIDDISON 利用 AI 可以一次篩選 600 億個化合物並提出合成新藥的建議步驟，展現出 AI 加
速新藥探索的潛力 1。另一個使用案例 Chemprop AI，運用深度學習模型，AI 幫助研究員成功開
發出數十年來第一個全新種類的抗生素 2。PwC 分析顯示，AI 在研究和臨床前的應用上，可望帶
來龐大收入，占總體營業利益成長潛力之 18%。我們相信 AI 最終可準確預測化合物開發在未來
幾年之成功率，PwC 收集的 AI 使用案例中即反映出此應用潛力，如： AI 疾病重點領域優化（2-
29%價值成長潛力）、AI 治療標靶探索（5-14%價值成長潛力）。未來 AI 模型不僅可預測化合
物的特性、療效、毒性，更可鑑定新作用機轉、新活性成分。AI 演算法將有能力收集、轉換、合
併、以及運用比以往更大量的資料。然而，礙於蛋白質對接模擬 （protein docking）、電腦模擬
（in-silico  models）的侷限性、轉譯科學的進展有限、人體藥物動力學 （PK）與藥物動態學 
（PD）的複雜性等因素，AI 使用案例仍有許多障礙須克服，因此在 AI 使用案例上更須小心了解
其潛力和限制，。 

對生技製藥公司來說，AI 可同時促進臨床試驗進展、幫助試驗設計和階段關卡之決策，如：決
定以自行或外包的方式來進行試驗主持人與試驗場所的選擇。目前生技製藥公司主要應用 AI 在
臨床試驗中實現卓越經營 （operational excellence）。例如：Amgen （安進） 所使用的 
Analytical Trial Optimization Module （ATOMIC） 3，透過 AI 幫助選擇試驗場所。其他應用在分
析結果中也佔有顯著排名，例如： 運用合成資料建立模擬的病患族群 （3-6%價值成長潛力）、
運用 AI 自動化與個人化方式提升病患在臨床試驗中的體驗 （2-4%）、同時協調多項不同試驗
中心的案子。總結來說，AI 可有效解決研發上重複性工作的需求，加速團隊產出，像是：自動
撰寫實驗記錄簿、受試者病歷、監管申請等文件。 

生技製藥公司可參照這些使用案例，運用為研發所設計的 AI 軟體 （如： Schrödinger 、Verge 
Genomics），強化研發程序、獲取必要資料、提升研發部門的專業。其他案例，像是： 新創 AI
公司運用自身演算法 （如： Exscientia、Insilico Medicine ） 建立全新臨床藥物產線，並藉此建
立新的策略夥伴關係、吸引大型生技製藥公司投資。整體而言，AI 可驅動、改變多項內部研發程
序，並帶來十分可觀的價值。 

PwC 預期 AI 價值首先將會展現在卓越經營上，然而 AI 在藥物探索應用上，需要等到 AI 在生技
製藥公司中占據更大的投資組合，這需要更多時間證明價值才能達成。預期在不久的將來，AI 將
重新定義研究，透過虛擬病患減少人類在開發過程所面臨的風險。在此重大突破前，上述AI應用
是優先投資 AI 的最佳選擇，最有可能帶來報酬，並同時提升整個研發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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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對營運之價值 
 
當將改革眼光放至生技製藥產業營運時，通常優先考慮採購、生產、品質與供應鏈管理。營運
依據需求預測的結果，規劃與執行產品供應、分配銷售品管合格之產品。AI 在其中能夠扮演關
鍵角色，驅動營運決策更加導向資料、可測量、透明化，尤其當投資組合高昂、製造產線複雜、
藥品短缺等營運壓力增加時，AI 價值更為凸出。 

生技製藥價值鏈中，營運佔據最高的 AI 價值成長潛力（39%），主要因為營運相關的 AI 應用牽
動著大部分生技製藥公司的成本。綜觀整個生技製藥產業，目前營運中採用 AI 的比例仍相對稀
少，許多 AI 應用尚需收集更多資料、更多基礎設施支持。然而分析顯示，事實上只要改變部分
程序或是決策框架，許多 AI 應用即可運作在現有設施中。 

採購 AI 使用案例中，目錄更新自動化占 AI 價值成長潛力 3-5%；採購風險建議占 AI 價值成長潛
力 3-6%，兩者皆減少了長期直接材料之花費。 

AI 應用多年來一直受到生產領域青睞。多項合作案例活躍進行中： 全球第五大生技製藥公司
Sanofi 與 Aily 實驗室攜手成為策略夥伴共同開發 plai AI 平台，支援製造以多項程序。平台創立
後幫助優化原料使用，助公司達成環境環保目標與提高成本效率 4。 更重要的是，根據 AI 所評
估的需求和供給市場，優化製造排程與產出，預計帶來可觀的收入、減少 10%成本，在分析結
果中占 5-10% AI 價值成長潛力。其他像是 AI 在設備上的應用   （2-7% AI 價值成長潛力）： 數
位分身（digital twins）、預測性維護 （predictive maintenance），透過 AI 分析震動或是電壓
頻率，指示何時儀器需要更換以及預測什麼時候會發生停機。 

品質管理一直以來最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解決： 品管透明度、繁瑣的人工品管程序、找出品管
出現問題時的起因。AI 提供多項使用案例做為解決方案，像是：品質管理預測分析 （5-14% AI
價值成長潛力）， 及時發現品質偏差、檢查問題、自動找出問題起因。另外像是 AI 自動生成品
管文件、事故報告，占 4-11% AI 價值成長潛力。 

AI 對供應鏈最具價值的應用即是需求預測 （占 5-12% AI 價值成長潛力）。若要將 AI 應用在供
應鏈上，需要處理大量且複雜的全球生產足跡，因此目前大多使用案例聚焦在特定區塊的供應
鏈。全球最大藥廠 Pfizer 攜手 Controlant 利用 AI 優化庫存預測，採用與 GPRS 訊號相容的數據
追蹤系統，即時監控疫苗和原料入庫情況 5。  

事實上，營運 AI 應用的複雜性、內部執行難度都相對不高，甚至部分使用案例，如預測性維護，
早已存在多年，唯尚未大規模實施。目前主要兩項挑戰在於：如何協調內部、並將 AI 導入視為
優先項目。生技製藥營運大多受地區、技術、程序和營運模式等因素所區隔，使其難以同步優
化。因此若要將 AI 導入，大型的全面重塑計畫、亦或是特定組織、單位的改革計畫、創立計畫，
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流程。然而儘管困難重重，因為 AI 可觀的價值成長潛力，PwC 仍建議生技製
藥產業將 AI 導入視為優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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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對產品進入市場與商品化之價值 

生技製藥產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策略正確與否，包括商品定價、市場准入、銷售、和商
品化模式。AI 的出現再度成為最佳解答，為這些策略提供智識見解，支援每天不段重複出現的
營運難題。 

策略正確與否仰賴商業分析、市場趨勢分析的準確程度，因此運用 AI 提高分析準確性是增加收
入的主要驅動因素（佔 2-6% AI 價值成長潛力 ）。AI 科學資訊平台，為商業用戶製定市場准入
策略、頗析複雜的醫療和監管框架，佔 AI 2-5%價值成長潛力 。例如： 使用大型語言模型 
（LLM） 查詢監管機構，或是預測向監管機構申請的成功率。 

在定價上，AI 能不能發揮作用，很大程度取決於市場資料的可及性以及監管環境，
不同區域的差異，是 AI 評估出不同價值的主要原因。AI 透過模擬給付和定價模型，藉此評估生
技製藥產品在不同情況下進入市場可獲得的盈利。更重要的是，AI 可透過結合病患族群的真實
數據與臨床數據，創立參數修正定價模型，達到優化定價、加速給付。給付合約條款和條件也
可透過 AI 自動生成，利用 AI 智慧助理和定價委員協議，在價格上取得最佳的合約內容。PwC
分析顯示，2030 年前 AI 在定價上的應用占 4-9% AI 價值成長潛力 

在商品銷售、商品化模式上，AI 的槓桿效應為收入和效率附加更多價值，例如：虛擬銷售簡化
客戶管理（4-9% AI 價值成長潛力）、病患市場區隔與定位 （4-9%）。此外，結合病患諮詢與
治療配合度服務（2-7%）、自動回覆醫療訊息，兩者皆可同時增加收入，並減輕業務負擔。 

AI 在支援銷售人力上同樣也有很大的幫助，以 AstraZeneca 為例，將 AI 模型建立在
AstraZeneca 既有的客服資料，增進與客戶的互動，展現如何利用 AI 強化銷售人員的客服教學
系統 6。另一案例為目前許多生技製藥公司正使用的工具：Veeva 所建立的 AI 客戶關係管理平
台，自動大量生成專屬的個人行銷和促銷內容，發送給醫療專業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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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在商品化上實現 AI 價值潛力是相當困難的，除了要考慮市場環境差異對 AI 的適配、更
多情況是，手中資料有限，無法完整發揮 AI 的能力。但我們不可否認，AI 的應用將重新定義產
品商品化的業務和營運模式，不僅改變與醫療專業人員、內部程序的互動方式，更需要些功能領
域學習新的專業來正確使用 AI。 

AI 在行銷策略上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舉凡強化鎖定目標客戶、個人化、文件撰寫自動化、行銷
策略優化、競爭對手追蹤、智識預測分析、加速研究。 

AI 在商業開發上的應用，對內部外部的影響程度較小，因此相對其他領域獲得較高的可行性評分。
也就是說，若這些應用與業務相關，PwC 建議應該優先考量。 

綜觀以上，在生技製藥產業中，AI 對重塑產品商品化領域上的重要性與其他產業相比可說是旗
鼓相當。 

AI 對生技製藥功能領域之價值 

資訊科技（IT）： IT 身上背負著兩項 AI 重入的重責大任：首先，IT 是在整個組織中推動 AI 技術
的主要功能領域，作為首要推動者，生產力工具、專業人才、技術培訓皆仰賴 IT。 另一方面，IT 
本身的能力與程序優化也受到 AI 影響。分析結果顯示，軟體開發、資料工程，是兩大 AI 在 IT 上
的應用，這兩項應用底層都是系統性、表達式的語言，與 AI 底層原理類似，讓 AI 可以無縫的以
快速、優良品質接手。AI 作為開發人員與資料工程師的「副駕駛」，可以增加更多效率，減少
10-30%勞動成本，讓生技製藥公能夠以同樣成本打造出更高速、高產出的 IT 部門。 

AI 同時也可以增進 IT 整體程序，舉例來說：在營運中心進行瓶頸分析預測、透過 AI 聊天機器人
提供 IT 服務；協助日常作業程序，例如：數據目錄（data cataloging）、IT 資產清單維護等任
務皆可透過 AI 實現自動化。綜觀來說，PwC 預期 IT 應用占 3% AI 價值成長潛力，因此，在網
路威脅以及人才短缺對資訊韌性 （IT resilience）壓力不斷提升的今天，只要能善用 AI，資訊主
管（CIO）成功在整個組織中全面導入 AI 將指日可待。 

人力資源（HR）： AI 幾乎掌握人資在員工生命週期中所有潛力，尤其在招募、人力與人才管理、
教育訓練上更凸顯重要。對人資來說，最具挑戰的是要如何運用 AI 使程序更加快速、保持中立，
但同時保留人際交流。  

在不久的將來，AI 將幫助招募人員制定更好的工作需求、根據招募需求，客製化流程，精準的聯
繫候選人選、提供高效率、高產出的方式瀏覽所有投入的履歷。在招募上，人資員工將可以在人
際交流上投入更多時間，讓 AI 接手日常繁瑣事項，從大量的資料中註記候選人的專業、經驗、
可為公司帶來的價值。公司內部中，AI 可以在挑選候選人上保持中立、培訓新入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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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分析中，訪談專家 16 件 AI 使用案例，包含：候選人篩選與比較自動化、能力表現評估
自動化、離職預測模擬（總計占比超過 0.5% AI 價值成長潛力）。 

乍看之下人資領域在價值成長潛力占比似乎很低，然而人資領域可獲得的產出、速度、品質提
升，對策略和改革實質上至關重要。AI 開啟了一項生技製藥公司的人才缺口，現有人力急需受
訓，提升 AI 專業，AI 應用需要全體員工能力水平共同提升才能實現，使公司保持競爭力。AI
不僅是強化 HR 的機會，也是驅動改革的重要領域。 

財務：與其他功能領域相似，財務同時扮演 AI 的驅動者及獲益者。作為驅動者，財務長
（CFO）需要了解 AI 在價值鏈上的影響力，將資源投入最有價值的 AI 專案，這當中包含多項
初階專案，像是 AI 智慧助理 （AI copilot）。而在財務組織內部，善用 AI 完成重複性任務、輸
入簡短資訊即可生成詳盡的報告、彙整和分析資料。AI在財務上的應用十分多樣，許多應用皆
相當值得考慮。 

PwC 專家指出三項相當具有影響力的應用：1. 運用 AI 預測現金流狀況與資產流動性，減少手
動分析的時間，優化公司營運成本（占 3-7% AI 價值成長潛力），再利用歷史資料定期重新訓
練 AI 模型，強化預測準確度。2. 運用 AI 增加效能並自動化價值驅動因素的識別與排名，讓財
務團隊快速分析資料、識別規律、並找出哪一個因素影響業務產出最高（占 3-7%）。 

AI 聊天機器人，回答任何問題，關於資料庫、文件庫、並結合與處理不同來源的資料。現今在
財務、會計、控制領域中資料搜尋、分析等日常重複的任務，仍然很大程度仰賴手動執行。
PwC 估計，AI 聊天機器人的出現，可協助解決金融領域日常的數據搜尋和分析，可望為生技製
藥公司帶來 1-2% 的 AI 價值成長潛力。 

總體而言，PwC 建議將財務功能視為 AI 應用的重點領域，因其共占 6% AI 價值成長潛力。 

法務、法規與倫理遵循、內部稽核： PwC 分析超過 20 項這些領域的 AI 使用案例，同樣發現顯
著效益，尤其在法務上，AI 的使用可大幅減少成本、優化產出。綜觀這些應用，總計貢獻 
0.3% AI 價值成長潛力。其中應用 AI 生成、驗證、比較大量複雜的合約，是在生技製藥公司中
較為亮眼的使用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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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大關鍵步驟，克服障礙，實現 AI 價值潛力
Strategy& 2023 年研究指出，到目前為止，生技製藥公司在採用與開發 AI、並實現其價值上，
大幅落後金融業、零售業等其他行業 8。主要挑戰來自： 

• 生技製藥公司的環境，包含：研究、發展、供應、以及醫療體系參與者，受到複雜的
監管規定、資料與數位化的可及性、資料庫與 IT 系統的複雜性等限制。

• 快速發展的新科技，加上落後的監管環境，都是造成健康醫療、生技製藥實行 AI 應用
的主要挑戰。近期在歐盟通過的「人工智慧法案 (EU AI Act) 」，因考慮到 AI 缺少的可解
釋性與責任性，內容將與健康醫療相關的 AI 應用歸類在「高風險」，更是提高了實現 AI
價值的門檻。

這些困難在過去造成 AI 採用的速度緩慢—一項近期、更具前瞻性的研究表明，健康醫療和生技
製藥業正在加速縮小與 AI 的價值差距 9。為缺乏經驗的用戶提供幫助大規模獲得先進的人工智
慧功能。 PwC 即將推出的研究「Embracing the GenAI Opportunity」強調，生成式 AI （GenAI）
是如何讓毫無經驗的使用者也能夠廣泛接觸先進 AI 技術 10。 因此，在生技製藥的價值鏈中，導
入與採用 AI 的趨勢將會比過去更加強勁。 

從 AI 中創造價值將會是一場持續十年的馬拉松比賽。要踏上 AI 之旅，生技製藥公司必定得制定
具機動性的 AI 策略，克服資料這項難關，找尋技術夥伴，交付第一項 AI 使用專案。PwC 觀察
市場發現，市場的主要競爭者早已開始投入 AI，並視 AI 應用為優先項目。 對這些競爭者來說，
前期更是一場短米賽跑衝刺，必須在速度上領先投資，才能實現 AI 價值。根據目前最成功的生
技製藥公司行動，PwC 統整出三項關鍵步驟，以徹底實現 AI 的價值潛力： 

僅有極少數公司能夠大規模將 AI 轉為可操作的實際應用。在 AI 領域中成
功的生技製藥公司了解如何評估交付方式、栽培創新研發、並謹慎衡量
AI 的價值影響力，PwC 為生技製藥公司統整出能夠完整發揮 AI 潛力的
三項關鍵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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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估交付方式

建立合適且組織規劃完善的系統，用以交付 AI 產品，是決定能否釋放 AI 潛力的關鍵挑戰。供
應商主導的交付方式在過去幾年為主流模式，尤其較為複雜的AI 產品都使用此交付方式，但交
付的品質、時間都不如預期。隨著生技製藥公司內部的雲端服務、資類科學等能力逐漸提升，
IT 主導的交付方式也越來越普遍，但同樣仍有需多問題需要克服，資料來源品質、AI 專業、AI
經驗等都有待提升。因為 AI 使用案例複雜性較高，目前為止，超大規模雲端平台 （cloud 
hyperscalers）搭配技術夥伴（implementation partner）的混合交付方式，是最能快速實踐 AI
的方式。多方合作使橫跨各業務的專業得以整合，確保各領域知識、軟體工程、資料科學、產
品交付等專業等都能正確運行。  

2.栽培創新研發

建立一套流程栽培新創產品研發，是從市場追隨者，脫穎成為明日市場領先者的關鍵。該流程
具體為一個專業團隊，執行兩大業務：1. 測試不斷快速進化的 AI 模型與相關技術（例如：大型
語言模型運作平台，LLM Ops）。團隊目標不在於交出完美的、能被採用的解決方案，或是能
夠顯著提高投資報酬率的產品；團隊目標在於探索要如何將 AI 科技應用在業務功能上？是否能
夠大規模運作？建立一個核心推動組織。2. 第二大業務是結合正確的角色和專業，橫跨前端與
後端工程、資料科學、產品管理。缺乏任何一項專業，都會增加將 AI 科技價值附加到業務上的
挑戰。 

3.推動 AI 重塑計畫

當 AI 交付完成後，將有很大的可能從根本改變業務運作的方式：簡化程序，使員工更加投入高
價值項目，提升整體生產力。AI 所帶來的產出無庸置疑能夠節省成本、創造收入，然而同時也
為員工帶來新的挑戰。從事日常營運工作的員工，可能會對自身工作角色即將發生的變化心存
抵觸和恐懼。因此，一個由上而下的溝通與專業提升計畫，不僅能充分說明即將面臨的變化，
更可以讓員工了解 AI 對自身的好處。像是讓員工參與其中，使員工更加充實、啟發思維。更加
關鍵的是，生技製藥公司要認知到，唯有實踐 AI 應用，才能帶來價值。因此，一個由上而下的
計劃，不僅能解決員工的疑慮，更能提高員工專業能力，確保實現 AI 價值潛力（如：投報率）
與價值驅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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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I 推動健康醫療產業的融合—生技製藥公司直接實
現價值的機會

生技製藥公司需要了解健康醫療體系目前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變化中，使得各健康醫療利害關
係人正逐漸重疊。PwC 研究顯示 11，生技製藥和健康醫療將迎來個人化、數位化、預防優先
的未來，無形之中 AI 應用將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 2035 年，在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健
康醫療的兩大領域：健康照護、疾病照護，將整合為 「生命照護（LIFEcare）」。AI 將加速
健康醫療體系的整合推動，使次產業整合更加緊密、為利害關係人帶來更多的盈利收入，為大
眾帶來更多的健康。 

除了在前述所提到的「AI 間接效益」，AI 隱藏著更多「直接效益」潛力，透過提供 AI 產品和
服務，促使健康醫療多元次領域轉型，為消費者、病患、健康醫療專業人員和新興市場參與者
提供全新解決方案（詳見圖 4）： 

• AI 消費者健康解決方案，透過 app、平台、裝置 （如：Whoop），協助個人健康追蹤、
虛擬臨床試驗、病患監測、病患教育訓練 12。AI 打造全新遠端健康追蹤與協助的模式，
例如：Sense.ly 平台中的虛擬 AI 護士 Molly，為慢性病病患提供協助。

• AI 實現健康醫療轉型，減少行政管理、資料處理等日常任務。在美國的醫生，平均每周
花費近 9 小時進行行政管理 13，AI 的出現，可以將更多的時間專注在更有價值的工作，
投入更多時間在醫療診斷和照護。

• AI 在醫療診斷和治療的特徵識別上，大幅超越人類所及。舉例來說，臨床決策支援工具
PREDICTioN2020 透過模擬，高效對比中風病患的資料 14。然而 AI 也不是無所不能，
PwC 與 Osypka 心血管研究中心合作顯示，AI 在醫療診斷可能存在誤差，是未來待需
解決的課題 15。

AI 的出現，加速整個健康醫療生態系的轉型。在產品與服務中領
先部署 AI，為生技製藥公司獲得直接盈利，例如：數位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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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I 作為生命照護（LIFEcare）系統之加速器 

資料來源： Strateg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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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I 加速器，作用橫跨全健康醫療領域與病患生命週期： 

• 更多醫療資料的數位化、分析、合併，釋放價值潛力：生成式 AI，如 BioGPT16，整理
醫療人員（HCP）雜亂的筆記，轉化成結構整齊的資料庫；Ultivue 與 Aignostics 兩平
台，運用 AI 幫助科學家從基因體定序資料（genome sequencing）中，重新組建蛋白
質體（proteomics）資料。

• 加速產業整合：Google 與 Amazon 皆投資健康領域很長一段時間，一路創造自家健康
照護、給付服務。除了直接投入健康醫療領域，作為技術合作夥伴，其角色對 AI 價值
潛力也相當重要 17。

• 創造許多全新策略合作與收入的機會：其中廣為人知的例子，OPTIMA，由大學醫院、研
究機構和生技製藥公司所共同組成的歐洲聯盟，開發 AI 臨床決策協助工具，應用於腫瘤
領域、開創腫瘤資料處理和分析的全新商業模式 18。（更多案例，詳見 Strategy&發表之
“Data and Insights as a Service” 19）

• 改善資料隱私與敏感資料匿名化：Duality20 或 PwC 建立之 Statice21 等軟體，協助加強醫
療數據匿名化，或透過聯邦式學習（ federated training）此類創新概念，使 AI 模型不再
需要共享個人資訊。

生技製藥公司掌握多樣類型的資料、多元利害關係人的網路、以及在健康醫療產業鏈中更為進
階的分析和技術專業能力，在 AI 所領導的生命照護（LIFEcare）未來中，非常適合做為推動的
重要角色。AI 創新直接建立的產品和服務為生技製藥公司所帶來的動能是十分龐大的。 2023 年，
與 AI 相關的專利申請量幾乎上漲一倍，其中自 2020 年以來 Takeda 為申請數量最多的製藥公司
22。（更多案例，詳見 PwC Taiwan 發表之系列文章“解密數位療法”23） 

AI 競賽不僅是場短米賽跑，更是一場馬拉松長跑。只要掌握正確的優先事項、大膽投資，要達
到快速致勝、乃至實現長期 AI 價值潛力，都將是綽手可得。生技製藥公司要體認到肩負的重責
大任，不論是AI 產品的競爭力、或是解放AI 顛覆健康醫療巨大的潛力。AI 科技整合到各生技製
藥價值鏈、產品、服務，將重新定義健康醫療產業，並擴大影響力至其環繞的生態系—生技製
藥公司正迎來前所未有的領先致勝機會。 

生技製藥公司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機會，實現 AI 龐大價值潛力，領先致勝
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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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資誠《  如何掌握 AI 趨勢，重塑生技製藥產業》Re-inventing Pharma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reurl.cc/4dpGmL），彙整資誠全球聯盟組織（PwC Global Network）旗下全球策略顧問公司
（Strategy&）對於 AI 價值潛力與產業分析見解，並由資誠（PwC Taiwan）進行編譯呈現這篇報告。 

資誠生醫透視提供全球生技新知，分析產業發展趨勢，不但分享 PwC 全球資料庫中關於生技醫療產業
之資訊，更分析國內產業優勢，協助客戶掌握市場先機及發展競爭策略。期望透過定期資訊分享，陪伴
各位產業先進開發創新技術，精進產品服務，並邁向全球市場。 

本報告僅提供參考使用，非屬資誠對相關特定議題表示的意見，閱讀者不得據以作為任何決策之依據，
亦不得援引作為任何權利或利益之主張。若您有相關服務需求，歡迎與我們聯繫。   

若您欲瞭解更多資誠生醫產業相關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頁 訂閱資誠生醫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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