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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近年來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生活環境品質之惡化，造成世人對生活與飲食方式尋求回歸自然，加上西藥在長年使用後所發現的副作用，使得世界各國開始崇尚回歸自然的醫藥養生法。我國傳統中草藥因使用天然物作為藥材，因此愈發受到國際市場的普遍重視。


台灣在今年初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國內藥品市場將因開放而競爭激烈，為了在高度競爭的產業環境下生存，掌握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將成為企業所最為重視的要素。經由相關文獻的整理以及對產業現況的分析，並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發展出本研究之架構，以歸納出影響台灣中草藥製造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採用專家問卷的方式，藉由諮詢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學者的不同意見，以瞭解不同角色間對於台灣中草藥製造業發展的看法，因此將產業內具代表性專家的意見加以整合，以明瞭我國在中草藥製造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各界專家的分析結果幾乎都集中在「智財權與專利因素」上，可見得專家學者皆認為目前台灣中草藥製造業的發展情況，智慧財產權與專利保護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依序為產業發展環境因素、研究發展與技術因素、市場行銷因素、企業結構與財務因素以及原料生產因素。


最後依據各界專家學者意見的整合，本研究歸納出台灣中草藥製造業關鍵成功因素包括：智財權的保護、專利申請、研發成果歸屬、技術的取得與移轉、消費者需求趨勢、研發人員的素質、財務融通與規劃能力以及優秀生技人才的延攬等八項。


針對台灣中草藥製造業的未來發展，本研究建議應對藥材的進口與品質加以管控，才不會因為中藥材的良窳影響到中藥的品質與療效，此外，也必須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加速人才與技術的移轉。在政府方面，應鼓勵產業協調整合，並加強智慧財產權與專利的保護，以改善產業發展環境。以長期發展而言，應尋求策略聯盟，發展具國際市場潛力的產品來拓展國際市場，以厚植企業長程研發實力。
	關鍵字(中)	
      	  ★ 中草藥製造業
★ 關鍵成功因素(KSF)
★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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