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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經濟部預告修正「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 96 年公布施行後歷經一次修正，並將於 110 年

底施行屆滿，經濟部於 11 月 11 日預告修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條

文草案，考量生技醫藥產業之下列特性： 

(一)產品之研發期長、投資金額龐大且具高風險性； 

(二)屬高度法規管制之知識與技術密集產業； 

(三)研發成果集中於學研機構，與產業銜接之能力尚有不足； 

(四)投資大眾對生醫產業充滿期待，惟因其高風險性，致投資金額及規模

仍嫌不足。 

為持續優化生醫產業之發展，提供其持續且穩定的投資環境，爰擬具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生技醫藥產業發

展條例」，本條例之施行期間延長十年，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謹提供

本次增訂/修訂之重點內容如下供參。 

 

條次 增訂/修訂內容 

第 3 條 

放寬「新藥」之適用範圍，增訂並因應先進國家再生醫

療與精準醫療之發展，增訂「再生醫療」及「精準醫

療」為適用範圍；另以我國資通訊產業之先進技術及完

整供應鏈等優勢，為鼓勵促進異業整合及跨域合作，將

已成為全球發展趨勢之「數位醫療」納入適用範圍；原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修正為「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

品」。期藉由適用範圍之修正，完備我國生技產業之建

構。 

第 5 條 

 修訂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率調降為 30% 

 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適用對象限縮僅為專職研究發展

人員。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adfc09f8-30c9-4957-aa9f-ca311072fcec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adfc09f8-30c9-4957-aa9f-ca311072fcec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第 7 條 

增訂「個人股東」對同一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

達新臺幣一百萬元，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並持股滿

三年，得就投資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五

年內減免所得額。 

第 8 條 

增訂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術股，持股達

二年者得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以「轉讓價

格」或「股票取得之價格」孰低者計算所得課稅。 

第 9 條 

增訂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執行認股權憑證取得之

股票，持股達二年者得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

以「轉讓價格」或「股票取得時之時價」孰低者計算所

得課稅。 

第 15 條 
增訂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於股票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

時，股票發行公司之通報機制及相關罰則。 

 

勤業眾信觀點 

1. 因應國際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適用產業納入「再生醫療」，

「精準醫療」及「數位醫療」等先進項目，有助導引資金及人才

投入該等項目，應有助於提升國內生技醫藥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2. 為引導資金投入生技醫藥產業，本次修正草案除保留營利事業股

東享有投資金額 20%之投資抵減稅額優惠外，增訂個人股東對同

一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取得該公司

之新發行股份並持股滿三年，得就投資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

自當年度起五年內減免所得額。此項增訂優惠雖與產業創新條例

天使投資人之獎勵類似，但免稅年限拉長為 5 年，且並無免稅金

額 300 萬元之限制，應更能吸引個人資金投入生技醫藥產業。 

3. 另為協助生技醫藥產業留住有競爭力的人才及技術，修正草案亦

比照產業創新條例，增訂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術

股票，持股達二年者，於轉讓、贈與或做遺產分配時，可以就轉

讓價格或股票取得價格(或認股時之時價)孰低計算所得課稅，以降

低技術人才持股之負擔，應更可協助生技醫藥產業延攬優秀技術

人才，進而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4. 本次草案雖增加許多租稅獎勵，但有關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

率此次調降為 30%，雖仍比產業創新條例之抵減率為高，而人才

培訓投資抵減適用對象限縮亦參酌產業創新條例僅限為專職研究

發展人員，對於已經有應納稅額得以抵減的新藥公司應有些許之

影響。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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