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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聯合聲明 

 

台灣全民健保自 1995年推行至今已邁入 30周年，作為全球少數成功實施全民健保的國家之一，健

保在過去三十年來為民眾提供了方便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創造可能是政府有史以來，單一政策的

最高滿意度。 

 

隨著全球藥品市場的變遷以及供應鏈挑戰日益增加，時常都有原廠藥揚言退出台灣的聲音。事實上

健保 1995年上路，2003年開始就有阿斯匹靈等原廠藥抱怨藥價過低，被迫退出健保。事實上原廠

藥會退出市場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價格因素，專利保護過期、市場需求變化、學名藥競爭、進口成

本增加都可能是退出市場的原因。 

 

觀察世界各國的原廠藥在專利逾期之後的市場佔有率，美國、歐盟、加拿大等先進國家，逾專利期

原廠藥的市占比只有 10~20%，原本原廠藥占比較高的日本也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學名藥使用比例

在 2023年達到 80%。各國政府在財源有限的情況下，專利保護期間引進新藥，專利過後鼓勵使用學

名藥，成為平衡期待與現實的兩全政策。 

 

依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藥品及醫用化學品進出口統計金額 2023年出口值 17.8億美金、進口

值 66億美金，藥品貿易逆差達 48.2億美金，2022年受疫情影響大量進口新冠疫苗關係，貿易逆差

更高達 67億美金。顯示台灣醫藥品依賴進口程度相當大，若遭遇戰爭衝突，對社會防衛韌性是極大

的挑戰。 

 

從上述兩項資料顯示，世界先進國家除了積極引進新藥，同時也鼓勵學名藥使用及在地化生產，以

維持國家醫療與藥品供應能量可長可久，避免過度依賴進口或一次性耗盡健保資源。世界上藥品供

應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主要是那些製藥產業基礎薄弱或生產能力有限的國家，例如非洲、柬埔

寨、寮國及少部分拉丁美洲國家。 

 

台灣處在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如何避免缺藥，醫藥供應基本性的自給自足應是政府中重要的課

題。某本土藥廠也舉例，幾年前曾有客戶來洽談從台灣出口藥品到葉門，但因為葉門長期處於內戰

狀態，公司內部審核程序時，因為擔心收款問題，決定放棄這筆生意。換位思考，若台灣真的發生

危機，又有多少國際藥廠能堅持信賴台灣，總公司願意放行出貨給台灣？或是台灣又只能靠人道捐

助藥品一途？ 

 

因應國際區域衝突不斷，各國近年開始強化短鍊供應韌性安全，美國、歐盟、英國、日本都不約而

同推出鼓勵藥品在地生產政策，確保藥品供應的可近性，保障民眾用藥穩定。台灣的衛福部與健保

署也預計在今年推出藥價改革政策，希望從健保核價與調價的政策引導，穩定醫療必要藥品供應以

避免缺藥，同時鼓勵使用國產原料藥及在台製造、鼓勵在台臨床的數據支持、P4學名藥等藥價加成

措施，不僅鼓勵國產學名藥、生物相似藥及國產新藥，同時希望原廠藥也能在台製造或委託在台生

產，與歐盟、美國一樣，以鼓勵在地生產來強化藥品供應安全。而對於進口學名藥，製藥公會則建

議應比照國產學名藥在台執行 BE，確立無族群人種差異維護民眾用藥安全，若未在台灣執行 BE，

健保核價應調整為 BE品項的 80％。 

 



製藥公會、製藥發展協會與學名藥協會等三大公協會擁有近 200家 GMP藥廠會員，期待透過公私

協力穩定國內藥品供給，將產業鏈上下游的垂直串聯，從原料藥的供應、生產設備的開發到學名藥

的製造、包裝與銷售，形成一個完整的可靠性供應鏈體系，避免過度依賴進口原料和藥品，將有助

於降低外部市場波動對台灣藥品供應的影響。通過加強本土製藥產業的競爭力，不僅可以保障台灣

人民的健康需求，還能提高整體醫療體系的韌性，讓台灣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能夠更加從容應

對。 

 

世界各國在推動藥品和原料藥在地生產方面，已經制定了多種政策，這些政策的核心是減少對外部

供應的依賴，提升本國供應鏈的穩定性和韌性。台灣可以借鑒這些國家的做法，結合本地的產業特

點和需求，推動更加全面的國產學名藥生產與藥品原料在地化政策，以確保國內藥品市場的長期穩

定供應。 

 

製藥公會、製藥發展協會與學名藥協會支持衛福部與健保署為配合推動賴清德總統的健康台灣及全

社會防衛韌性政策目標，進行藥品改革、鼓勵國內製造提高供應鍊韌性，而健保署的草案也已經過

總統府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及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的報告程序，也期待政府未來能有

更高層次，對台灣整體的製藥發展或學名藥政策思考，面對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社會的來臨，本土製

藥產業不論何時，都會不離不棄永遠與台灣民眾站一起，支持健保永續、守護國人健康。 

 

  



附件： 

健保署藥品改革政策 

 

 

 

 

  



各國鼓勵藥品在地生產政策 

資料來源：學名藥協會整理 

  



經濟部統計藥品及醫用化學品進出口統計表 

 

 

 

 

日本、澳洲鼓勵使用學名藥政策 

資料

來源：學名藥協會整理 

  



日本學名藥使用量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