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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計畫緣起）：  

隨著全球對於傳統醫藥之需求日益提高 ，預估至 116 年全球中草藥

市場年複合成長率（CAGR）達 6.8%。面對當前國內外傳統醫藥產業的蓬

勃發展，研析我國中藥佈局國際之策略，輔導廠商開拓海外新市場，減少

對我國單一內需市場依賴性，實為本部施政重點之一。 

本計畫將研究我國中藥相關產業產值現況及發展趨勢，並藉由研析先

進國家發展傳統醫藥之策略，尋求突破問題對策，提出中藥產業產值提升

多元化策略建議。 

另為協助中藥製藥業者評估海外市場商機，以提升我國中藥產業產值，

將研析歐洲國家之傳統醫藥管理制度及法規協和化動態，並彙編「歐盟傳

統醫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供我國中藥業者參考。 

此外，鑑於本計畫將結合多元管道加強行銷中藥產業，邀集我國中藥

製藥相關廠商組團，參與國際傳統醫藥展覽會或產業媒合會，與當地潛在

代理商及買主建立合作關係，協助我國中藥製藥業者拓展新市場，加速中

藥產業多元發展。 

綜上，114 年將賡續辦理中藥產業政策研析與產值推估、彙編歐洲國家

之傳統醫藥管理及上市註冊規定，掌握國際中藥產業發展之趨勢，並邀集

我國中藥製藥相關業者組團，赴國外參與 1 場國際展會，與當地廠商建立

合作關係，拓展國際人脈及市場商機，爰辦理本採購案。 

 

貳、 計畫執行工作內容（或規格內容說明）： 

一、 計畫執行內容： 

（一） 計畫執行重點內容：  

■分項計畫一：中藥產業市場產值推估及發展策略計畫 

1. 分析 113 年我國中藥相關產業現況及產值，探討系統性整理歸納

資料，包括市場供需狀況、國內產值及進出口狀況。產業範疇至少



包含中藥批發業（行業分類碼：4571-11）、中藥零售業（行業分類

碼：4751-11）、中藥製造業（行業分類碼：2004-00），以及可供食

品使用中藥材之製造、批發及零售業等次產業。 

2. 精進可供食品使用中藥材產值之評估，如前述可供食品使用中藥

材相關次產業無財稅資料或產業分析報告等次級資料，應以調查

或訪談方式蒐集初級資料，並於計畫結案時繳交完整訪談紀錄。 

3. 分析近 3 年中藥相關產業產值，針對產值增減情形進行分析。 

4. 針對有傳統醫藥使用經驗之亞洲國家（例如：中國、日本、韓國）

至少 2 國，研析該國推動傳統藥品發展之政策，與我國現行中藥

產業發展相關制度進行比較，並分析該國政策成效及值得借鏡之

內容。應包含下列議題： 

(1) 近年傳統藥品市場概況及發展趨勢，如：該國常見傳統藥品

與我國市場區隔、產值規模及市場競爭力等。 

(2) 傳統藥品相關產業發展政策，如：公告法規、政策及國家型

計畫等。 

(3) 如需以訪談或召開會議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應繳交訪談紀

錄或會議紀錄。 

5. 邀集中藥相關產、官、學及研界專家成立專家小組，召開 1 場專

家會議，內容針對本年度研究國家、研究方式及焦點座談會議程

等進行討論。投標廠商無須於計畫書內載明成員名單，應於決標

日起 30 日曆天內提送本部，經本部同意始得執行。 

6. 舉辦 1 場焦點座談會，提供各方溝通交流之平台，邀集中藥相關

產、官、學、研及法律專家，聚焦於國內中醫藥產業遭遇之具體問

題，藉由交流與討論研擬多元化產值提升策略建議。 

7. 計畫結案時應綜整我國中藥相關產業產值增減情形、國外政策成

效分析及焦點座談會結論，就我國現行產業問題提出具體對策，

並繳交 1 份「中藥產業競爭力提升方案」，內容針對公部門、企業

及學研機構，分別提出建議方案，作為本部提升中藥產業產值及

輔導廠商開拓國際市場之政策規劃參考。 

■分項計畫二：國際中藥法規研究及產業佈局計畫 



1. 研究德國、荷蘭及英國之傳統醫藥管理制度及法規協和化情形，並

提出歐盟國家與我國現行規範制度之比較研析，且須經過專家實質

審查後，按國別進行彙整，應包含下列議題： 

(1) 更新傳統醫藥法規動態、註冊登記規範及產業市場資訊。  

(2) 彙整該國已藥用至少 30 年，且只需證明安全性及療效，無須提交

臨床研究報告即可註冊上市之傳統藥品清單。 

(3) 彙整我國有外銷至該國潛力之中藥類型。 

2. 辦理 1 場國際佈局市場資訊交流會，邀請國內製藥廠、公協會及法

人機構出席，會議議程包含介紹德國、荷蘭及英國傳統藥品申請註

冊登記及審查程序、調查與會者參與海外市場之意願及標的等。 

3. 輔導中藥國際市場媒合及拓銷： 

(1) 針對有外銷德國、荷蘭及英國意願之中藥製藥廠進行訪談（家

數至少 3 家），輔導廠商拓銷中藥相關產品，進行欲外銷產品之

銷售現況、欲外銷類別、出口貨號及是否會遭遇外銷障礙等分析，

並提供申請表單及申請資料準備之建議書。結案時應繳交訪談紀

錄及建議書各 1 份。 

(2) 建立諮詢輔導機制，就我國中藥廠拓銷海外市場遭遇之困難，

至少提供 5 件諮詢輔導。 

4. 召集國內產官學界組成專家小組（投標廠商無須於計畫書內載明成

員名單，應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提送本部，經本部同意始得執行），

至少召開 1 場專家會議，會議針對歐洲國家之傳統藥品管理法規

制度及佈局策略進行討論，提出未來如何持續經營之具體建議，供

本部政策規劃參考。 

■分項計畫三：推動中醫藥產業國際拓銷計畫 

1. 辦理 1 場中藥產業國際拓銷籌備會，必要時依需加開場次： 

(1) 盤點 114 年傳統醫藥相關國際活動資訊，評估建議參展方式，並依

照建議優先順序排列。 

(2) 邀集中醫藥產業公會及業者，擇定 114 年參加之傳統醫藥國際展會

（展會地點以歐洲及美洲為優先），提出適合於該展會推廣之中藥

產品類型及創新之拓銷作法，協助業者拓展國際市場及獲得具體商

機，並提交會議紀錄，經本部同意後施行。 



2. 邀集我國中藥製藥相關廠商組團參與 1 場國際展會： 

(1) 成立臺灣中醫藥形象攤位，整體呈現我國中藥產業特色。活動現場

應依本部需求安排工作人員，協助維護攤位及訪客導覽。 

(2) 於展會期間，宣傳及推廣我國中藥產業，媒合我國參展業者及國外

潛在客戶進行至少 2 場商談交流，並邀請國外潛在客戶來臺參訪；

除潛在買主外，得將具有足夠社群影響力及權威性之傳統醫藥專業

人士納入，例如：重量級學者、公協會理事長及秘書長等，並於返

臺後 1 個月內提交與前述人士之聯繫資訊 1 份。 

(3) 前項展會出國人數至少 3 人，天數以不超過 7 日為原則，名單及出

國行程需報請本部同意後方可執行。 

(4) 返臺後 1 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內容包含團員名單、參展及商談活

動紀要、參展績效評估與檢討、後續交流與合作建議等。本案出國

經費之執行成果列入期中與期末審查項目中，不符規定時得辦理減

價收受。 

(5) 持續追蹤我國參展業者與國外潛在客戶媒合後之情況，以呈現本計

畫具體績效並供未來調整媒合作法之參考。 

3. 辦理中藥業者參展報名事宜： 

(1) 上網公告報名表及參展作業規範，敘明展會資訊、報名日程表、預

定徵集廠商家數（應至少 5 家）、廠商報名資格、資格審查程序、

適合於展會推廣之中藥產品類型、業者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資料。 

(2) 舉辦 1 場參展行前說明會，就展會資訊、攤位資訊、業者須提交之

資料及注意事項等進行報告，並提交會議紀錄。 

4. 運用多元管道加強中醫藥產業國際推廣： 

(1) 輔導我國業者製作 DM、電子 DM 或影片至少 5 件。 

(2) 運用國外市場主流社群曝光與潛在買主互動，累計國際曝光量至少

達 5,000 人次。 

(3) 於國際媒體曝光我國中醫藥及廠商參展資訊，洽邀國外主流媒體採

訪至少 3 家，並協助於展會前、展會期間及展會後各製作 1 則活動

資訊，累計觸及量至少達 3 萬人次。 

(4) 提交上述推廣成果報告，並彙整 1 份可洽邀前往參觀國際展會之名

單，包含我國駐外館處人員、國外潛在客戶（例如：醫療院所、公



協會、通路商及代理商等）及對我國中醫藥有興趣者，名單經本部

同意始得邀約。 

（二） 得標廠商是否需提供駐部人員履約：否。 

二、 本計畫案（採購標的）執行內容之主要部分：  

■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全部。 

□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部分：本案除影片攝製及剪輯相關、美編設計相關、

素材製作、場地設備租借、場地布置及餐飲等，其餘均為主要部分。 

 

參、 履約期限（執行期間）： 
■ 廠商應自 114 年 1月 1日起至 114 年 12月 31日以前完成履行採購標

的之供應，如決標日在 114年 1月 1日後，則自決標日起。 

 

肆、 預估經費： 

一、本案採購金額：新臺幣（以下同）550萬元整。 

（一）本案預算金額：1,050萬元整，內容如下：  

■ 委託服務費用：1,050萬元整 

（分項計畫一：「中藥產業市場產值推估及發展策略計畫」250 萬元

整； 

分項計畫二：「國際中藥法規研究及產業佈局計畫」250萬元整； 

分項計畫三：「推動中醫藥產業國際拓銷計畫」550萬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