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關鍵行動 

重塑生醫產業 
 

PwC 2024 臺灣與全球生技醫療產業領袖調查 

 

2024年眾多威脅和機會並存，企業領袖感到「轉型」已不足夠、須以更全面的「重塑」企業 （reinvention） 策略

進行改革措施。生技醫療產業 CEO需要重新檢視，並調整商業模式與內部營運流程來維持獲利。PwC提出五大關

鍵行動，加速生技醫療產業重塑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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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長期獲利的營運模式 金融市場形勢緊張、地緣政治分裂、生成式 AI 快速發展等因素，使越來越多企業領袖感到轉型

的急迫性。雖然臺灣特殊的健保及法規制度使既有業者得到保護，臺灣生技醫療產業CEO今年（2024）認為持續按照傳統模式營

運可以持續獲利十年的比例 （29%），相比 2023年（17%）略為升高。依然有 71%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認為超過十年後將面

臨無法持續獲利的困境，且相比全球生技醫療產業（41%）更多。顯示生技醫療產業儘管有較高的研發以及技術門檻，加以法規

和產品專利等特殊保護，使產品核准上市後短期受到的影響較小，長期而言仍須建立轉型策略，以避免虧損。 

 

 

 

 

 

 

  

關鍵行動 1 

圖一、71%臺灣生技醫療 CEO認為企業 10年內需轉型 

Q如果貴公司堅持不轉型，持續按照傳統模式營運，您認為貴公司還可持續獲利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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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 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臺灣 = 212；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全球 =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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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 （圖二），35%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認為臺灣景氣在接

下來一年將面臨衰退，此看法相比臺灣全產業 CEO（26%） 較為悲

觀，且僅有 45% 認為臺灣景氣將會有所提升，小於臺灣全產業 CEO 

（57%）對景氣的樂觀態度。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CEO 則與臺灣相反，

對景氣樂觀態度優於全產業平均 （38%）。 

 

儘管不看好景氣，多數生技醫療產業 CEO對自身的營收能力卻抱有

信心（圖三），高達 85%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對自身未來一年營

收有信心，高達 90%對未來三年有信心。不但優於臺灣全產業平均 

（未來一年 33%；未來三年 46%），亦優於全球生技醫療產業（未

來一年 46%；未來三年 60%）。 

 

走過新冠疫情時代，健康意識提升使生技醫療產業受到重視，而產品

較不受到短期景氣影響的特性使生技醫療產業 CEO 對自身企業營收

得以抱持樂觀態度。然而生技醫療產業 CEO 對長遠的生存能力仍傾

向擔憂，PwC《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轉捩時刻加速重塑》

指出，越來越多企業領袖思考如何轉型，而當所有競爭對手都在持續

轉型時，此刻最重要的不僅是轉型（Transformation），更需要全面

「重塑（Reinvention）」。生技醫療產業需要早日著手規劃重塑策

略，以建立長期獲利營運模式。 

 

  

圖二、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相較其他產業較不看好臺灣景氣 

Q 展望未來一年，請問您認為 所屬國家 / 市場 經濟成長率將會如何變化 ? 

圖三、生技醫療產業 CEO對營收抱有較高信心， 

尤其臺灣生技醫療產業對營收抱有高度信心 
Q 請問您對貴公司未來營收成長的信心程度是？（高度＋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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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臺灣 = 212；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全球 = 4702 

35%
26%

20%

16%

45%
57%

臺灣生技醫療 臺灣

衰退 持平 提升

40% 45%

15%
16%

44% 38%

全球生技醫療 全球

衰退 持平 提升



2024臺灣與全球生技醫療產業領袖調查 | 4 

 

 

 

了解影響獲利的趨勢 不斷改變的市場環境造成企業重塑的緊迫性。 調查顯示（圖四），65%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以及

48% 臺灣全產業 CEO 認為產業競爭是主要影響獲利的因素，主係臺灣市場有限，若新進者進入瓜分客戶將導致利潤侵蝕。不同於

全球生技醫療產業與全產業 CEO 認為新科技顛覆、政府法規修改及瞬息萬變的客戶需求/喜好是影響獲利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

因臺灣地理環境因素，易受到原物料供應鏈影響，以及近期臺灣經歷生技醫療產業相關法規變革，使得供應鏈不穩定（45%）、政

府法規修改 （45%）成為另外兩大影響生技醫療產業獲利的主要因素。 

 

 

 

 

 

 

 

 

 

 

 

 

 

 

  

關鍵行動 2 

圖四、產業競爭者是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認為最影響獲利之因素 

Q在未來三年，您估計以下各外部因素影響貴公司創造利潤之程度 （高度 + 非常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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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臺灣 = 212；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全球 =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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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創造獲利，臺灣生技醫療產業領袖須採取何種關鍵行動？根據過去五年的經驗（圖五），60%臺灣生技醫療產業CEO表示

開發新產品與服務是創造獲利的關鍵行動，此結果呼應前述臺灣生技醫療產業與全產業CEO對於新進者帶來產業競爭的擔憂。

臺灣的企業領袖們嘗試以新產品與服務因應外來競爭，而採用內部開發新科技（50%），或從外部導入新科技（45%）以強化

企業競爭力。PwC建議，盤點風險、釐清方向，以進一步採取行動，才能發現機會並創造差異化優勢。 

 

 

 

 

  

圖五、開發新產品、開發新科技，以及導入新科技 

是臺灣生技醫療產業創造利潤的關鍵因素 

Q 在過去五年中，貴公司若有採取以下行動，對貴公司創造利潤的影響程度 

臺灣生技醫療 

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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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是關鍵，正確的運用 AI 快速發展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認為生成式 AI 將帶來改革，並在未來三年間為促使員工

學習新技能（45%）、改變價值創造方式（40%）及產業增加競爭力（40%）方面帶來效益（圖六）。然而，相較全球 CEO 過去一

年已採用生成式AI的比例（生技醫療產業25%；全產業32%），臺灣投入生成式AI略顯不足（生技醫療產業15%；全產業14%）。 

 

 

 

 

 

 

 

 

 

 

 

  

關鍵行動 3 

圖六、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同臺灣與全球 CEO均認為生成式 AI 將帶來改革， 

但尚未全力投入生成式 AI 

Q在未來三年，您估計以下各外部因素影響貴公司創造利潤之程度 （高度 + 非常影響） 

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臺灣 = 212；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全球 =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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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採用生成式 AI， 臺灣醫療保健次產業 CEO 認為將減少員工人數，  

自動化助醫用耗材製造業者人力精簡 

Q採用生成式 AI 將如何影響員工人數？ 

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 = 212；全球 =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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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的關鍵之一是透過科技提升生產效率，進一步節省人力成本。呼應 PwC《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轉捩時刻加速重

塑》，高達 67% 臺灣醫療保健次產業 CEO預期採用生成式 AI後將減少人力（圖七）。本報告進一步分析，該次產業組成主係醫

用耗材製造業者，可因自動化而使人力精簡。另一方面，以研發為主之製藥與生命科學次產業則僅有 7%表示因生成式 AI而減少人

力。儘管生成式 AI 發展快速，但也潛藏風險。臺灣（80%）與全球（72%）生技醫療產業 CEO皆認為資安是採用生成式 AI的最

大風險（圖八），此結果與全產業 CEO之看法一致。PwC建議生技醫療產業需要實施風險管理，才能正確的運用生成式 AI，抓住

企業重塑機會。 

 

 

 

 

  

圖八、全球與臺灣 CEO 均關注生成式 AI 風險，尤其是資安風險 

Q對於生成式 AI 的風險，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為何？ 

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臺灣 = 212；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全球 =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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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脫碳，永續發展 PwC 調查顯示，90%以上全球與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表示已投入至少一項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行動，

然而相較於全球，臺灣生技醫療產業於減碳、培訓、氣候適應與大自然等四類氣候相關行動，大多處於計畫階段（圖九）。整體而

言臺灣生技醫療產業表示未來會執行更多氣候相關行動，其中多數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65%）正在進行提高能源效率之行動，

與全球生醫產業 CEO 一致（65%）。相較於許多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CEO 正在進行研發新的氣候友善產品、服務或科技（46%），

多數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則表示尚在擬訂計畫階段 （50%）。投資大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則是多數臺灣（50%）與全球（47%）

生技醫療產業 CEO 表示不打算採取行動的項目。依據 PwC《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轉捩時刻加速重塑》，全球 55% GDP

高度或中度仰賴大自然，全球許多上市公司市值暴露於重大自然風險。氣候變遷間接對傳染病與健康造成影響，故 PwC 建議生技醫

療產業需將大自然風險與存續納入商業模式設計之考量。生技醫療產業可從下列行動著手投入脫碳與永續發展：1. 全球碳排放所衍

伸的碳稅、碳價，降低財務績效受到影響的風險；2. 脫碳創新轉型，滿足環保意識需求，增加競爭優勢；3. 接軌國際，符合國際永

續揭露準則。 

 

 

 

  

關鍵行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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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提高能源效率是全球與臺灣企業採行比例最高的氣候因應行動 

Q 請問貴公司在以下氣候相關行動的進展為何 ? 

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PwC 27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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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效率，解放重塑潛力 存在於公司內部的許多流程可能造成效率降低，而亟需改革。多數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發現

企業內部行政活動效率低落，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表示半數以上時間是可以更加節省的（圖十），其中招募流程（65%）、商業

投資審核流程（60%）、以及薪酬相關流程（55%）是生技醫療產業 CEO認為效率較低的事項。 PwC建議解決效率低落問題，釋

放資源—例如：簡化招募、績效審查流程自動化，導入新科技取代日常任務，有助於釋放企業重塑潛力。 

 

 

 

 

 

 
 
 
 
 
 
 
 
 
  

關鍵行動 

 

5 

圖十、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CEO 認為招募流程效率最低，  

與臺灣全產業 CEO觀點一致 

Q貴公司以下各項內部流程有多少比例的時間花費是低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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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PwC Taiwan 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 

Base |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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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依據 PwC《2024 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轉捩時刻加速重塑》，訪談企業領袖前瞻觀點，生技醫療產業前景備受看好。莊永順 (研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表示，目前研揚子公司醫揚手上就有超過 50 個案子，與全球各大醫療廠商合作開發 AI醫療設備。陳清熙(研華股

份有限公司綜合經營管理總經理) 則表示集團轉型策略中，醫療應用是產業面相當看好的成長引擎，他表示醫療產業是成長潛力非常大的

產業，研華有醫療級標準品銷售，也正投入醫療解決方案。以下彙整 PwC針對生技醫療產業擬定並實施重塑計畫之策略建議： 

 

想像未來，確立重塑計畫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短期前景備受看好，然而面對全球威脅壓縮企業成長空間，「重塑」仍是長久發展的關鍵行動，轉型已是必經之路，生

技醫療產業更不容錯失長久以來等待實現潛力的機會，未來市場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重塑」與「轉型」差別在於，目標更具體、範疇

更廣、速度更快。企業領袖需先眼光放遠，想像未來五至十年的願景，設定全球市場關鍵定位。重塑範疇涵蓋對外的商業模式、內部營運

模式與數位架構，既要廣度也要深度。生技醫療產業受惠於技術門檻、法規和產品專利保護，短期受到景氣威脅影響較小，有較多時間盤

點資源差距，並充分想像未來以確立適合的重塑計畫。 

 

數位賦能，革新價值創造 

生技醫療產業屬於「高風險，高報酬」，如何利用新科技結合研發能量，有效增進研發程序，幫助降低失敗風險，提高價值實現，是重塑

的重點。新科技蘊藏變革潛能，如生成式 AI 就是最好例子，直接效益可節省人力、時間、成本，更積極者能藉此創造新商業模式、擴展

營運範疇。新藥研發業者已開始投入生成式 AI 於臨床試驗文件之分析與撰寫，可望加速產品研發，並將人力挹注於其他關鍵營運行動，

共同提升員工與企業的價值。 

 

永續思維，建構長期競爭力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進入海外市場、尋求授權夥伴或投資人，須關注國際對 ESG 議題持續升溫的趨勢。儘管臺灣生技醫療產業因應氣候變

遷的相關行動尚在規畫階段，生技醫療產業 CEO可把握當下挹注脫碳轉型，擘劃淨零路徑，才能進一步搶得永續商機。





 
 
 

關於本報告 
 
 

資誠《五大關鍵行動 重塑生醫產：PwC 2024 臺灣與全球生技醫療產業領袖調查》，彙整分析 PwC Global Network 與

PwC Taiwan 對於全球領袖調查趨勢見解及資料，並由資誠生技服務組進行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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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