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技術對我國產業結構之影響及其外溢效果之探討 
 

中文摘要 
 

生物科技所涉及的層面涵蓋了產業、文化、社會、科學等領域，為跨學科之整合

性科學，我國現正處於由傳統產業轉型至高科技產業之際，在推動生物科技的同時，

應該也必需要考量到的各個面向，由於生物科技產業本身的特性，牽連到生態倫理及

生物安全等敏感性議題甚深，所以其衍生出的法令規範對其產業發展之影響亦不容小

覷，我國發展生物技術後，做為產業部門的中間投入會對其下游產業帶來一連串的何

種效應，其是否具有技術外溢效果 ? 此種產業間技術外溢效果的效益為何 ? 此種以

「知識型態」在各個國家間、產業間的擴散傳播過程及其影響，其所涉及的層面不單

是將影響到兩國之間貿易結構的改變，也將改變我國各產業未來的發展，影響可謂相

當深遠。 
 
有鑑於此，本研究採用全球一般均衡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

做為分析工具，針對全球持續發展生物技術，將對全世界的貿易、生產以及各國的產

業競爭力產生何種衝擊 ? 更重要的是進口這些含生物技術之產品對我國的經濟福

利、就業乃至於各產業的產出、貿易以及價格的變化及影響，同時探討技術外溢效果

之評估，以探究生技發展對我國整體之經濟效益。 
 
關鍵詞：生物科技、全球一般均衡模型(GTAP)、技術外溢 
 
 
 
 

Abstract 
 

The biotechnology is the most popular issues recently. It could be applied to many 
subjects. This study would use a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s to 
examine the economic effects causes by bio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ricing and adoption of a new 
technology, the spillover means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 biotechnology. 
So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bine the Taiwan’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with th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 and to highlight and addre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biotechnology spillover impact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parts.  Parts 1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biotechnology. Then part 2 devoted to the presentation of a global CGE model 
calibrated on an archetype Input-Output data of Taiwan’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ne 
innovation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global CGE is to set up the spillover 
structure 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empirical impacts of biotechnology system.  
 
Keywords： Biotechnology;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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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物技術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係指運用重組基因的方法，將外源基因轉

入受體植物、動物及微生物之細胞中，改變了該受體物之基因排序而產生基因重組

的現象，而形成所謂的基因改造生物 (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 )。此

種生物技術不但是一種跨學科之整合性科學，更是研究生命科學、醫學、農學之基

本工具。同時生物技術具有廣泛深遠之應用潛力，其應用範圍包括醫學、農學、海

洋、能源、環保、化工、礦冶等領域，可說是上個世紀繼石油化學、航空、核能及

資訊科技後之另一次技術革命。 
 

在實證部份，本研究將分析當全球積極發展生物技術的情況下，對我國生物技

術之發展所產生的經濟影響評估，其實際的作法為將我國設定為會致力於吸收與學

習先進國家(如美國)的生物技術，以改善作物品種或生產技術以提高競爭力，我們

將這種以「知識型態」在各個國家間擴散傳播的過程，定義為國際間的技術外溢

(spillovers)效果。 
 
同樣地，技術外溢效果，也會存在各產業之間，例如若我國採用基因產品做為

原料投入時，可能帶來的效益包括成本降低或產量提高等，透過產業間技術外溢機

制，而引發中下游產業在產出或價格上的變動。且隨著兩國之間的經濟結構相似度、

民眾教育程度，乃至於國人對生技產品的接受度的不同，都將影響到我國學習他國

生物技術的吸收能力，而這外溢程度的高低，所涉及的層面不單是將影響到兩國之

間貿易結構的改變，也將改變我國各產業未來的發展，影響可謂相當深遠。 
 
2. 研究目的 

 
在上述背景之下，本研究以全球一般均衡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為分析工具，探討我國在全球持續發展生物技術的情況下，我國採取不同的

生技產品發展策略會產生何種影響效果。同時有別於其他研究此議題的相關文獻，

本研究考慮到生物技術所引發的技術外溢效果，包括國際間及產業間的技術外溢，

在國際間的外溢效果上，將視兩國間貿易量多寡、吸收能力高低、生產規模、以及

該社會對其技術的接受度而定，藉以探討我國吸收他國發展生物技術能力的高低，

及此外溢吸收能力究竟能帶給我國多少經濟效益。而產業間的技術外溢則欲探討生

技產品對我國農業各產業間的技術外溢效果，這些技術面的擴散要視其產業間是否

具有相同的技術層次，若技術層次相近則廠商彼此間外溢效果將會較大。 
 
基於生物科技所涉及的層面涵蓋了產業、文化、社會、科學等領域，所衍生出

來的問題自是十分複雜。而我國現正處於由傳統產業轉型至高科技產業之際，在推

動生物科技的同時，應該也必需要考量到的各個面向，由於生物科技產業本身的特

性，牽連到生態倫理及生物安全等敏感性議題甚深，所以其衍生出的法令規範對其

產業發展之影響亦不容小覷，我國發展生物技術後，做為產業部門的中間投入會對

其下游產業帶來一連串的何種效應，其是否具有技術外溢效果 ? 此種產業間技術外

溢效果的效益為何 ? 都將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目的之一。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茲

整理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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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集並整理當前國際間生物技術之應用情形及國內發展概況。 
(2) 回顧生技產品及 R&D 外溢效果的相關研究文獻，嘗試做綜合性的比較與整理，

以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3) 利用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並分析當前全球積極發展生技產品，對我國所存

在的外溢效果為何，對我國產業結構又會造成何種影響。 
(4) 針對模擬結果做一綜合性探討，提出本文結論。 
 
3. 文獻探討 
 

本研究希望在現在 GTAP 模型下建構出技術外溢的架構，因此文獻回顧亦集中

在技術外溢效果的評估，可分為國際間的技術外溢和產業間的技術外溢：國際間的

技術外溢即是當知識在國際之間的傳遞與漫延的過程，目前對此技術外溢效果的相

關研究已有不少，業已成為近期經濟學者所關注的重點之一，同時本研究雖以生物

技術為分析標的，但論其效果應與研究發展(R&D)類似，因此在文獻回顧上亦多集

中在此方面。  
 
理論上來說，技術外溢的傳導方式可分為體現(embodied)或非體現(disembodied)

二種，所謂體現外溢是指新技術透過商品(商品本身已含技術的成份)的交易(貿易)
而傳遞，而非體現外溢則是透過期刊、研討會、網際網路等非商品交易之方式傳遞。

而在體現外溢方面，Griliches(1979)認為有二種型式，一是藉由知識來外溢，即取得

另一產業的生產方法或產品研究成果來改善本身的生產技術，另一則是經由購買品

質改善的投入要素，而將 R&D 外溢到其他產業。但這兩種外溢效果很難在實證上

加以區分，因此一般所謂的技術外溢，均已包含這兩種型態的外溢效果。 
 
Coe and Helpman(1993)提出技術外溢傳遞的四個機制。第一，一國之中間投入

及資本設備會因國際貿易而得到改善，遂使其生產力提升。第二，國際貿易將使國

與國之間在生產方法、產品設計及管理組織方法等相互學習，而形成技術外溢的現

象。第三，國際間相互交流接觸，部分技術可能因此遭受複製或模仿。日本與新興

工業國家(NIC)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即有過此現象。第四，國際貿易有助於一國新技術

的發展或技術模仿，而使其生產力提升。由上述學者的研究指出，可知人力資本是

推動技術外溢的重要因素，且貿易亦為國際間技術外溢傳播的重要因子。

Romer(1990)則進一步將人力資本、知識存量對於技術外溢產生的效果加以串聯，且

強調國外人力資本或國際的知識存量亦會影響本國知識存量的累積。 
 
而造成技術外溢的動力為何，Young(1991)、Clifford(1992)的研究指出經由國際

貿易將商品傳輸的結果將會產生技術外溢而影響到經濟的成長。 Carlino(1995)認為

教育會產生外溢效果，且人們會因在工作上相互學習的關係，而促使生產力的提升。

另外 Griliches(1964)、Evenson and Kislev(1973)研究指出 R&D 資本外溢對美國農業

生產有明顯的影響。Helpman and Coe(1995)導出國外 R&D 具有國際的外溢效果，

且認為愈是開放的國家其 R&D 的外溢效果愈大。 
 
在外溢的實證研究上，Kang (1992)以 9 個 OECD 國家為例，分析其 R&D 外溢

效果對本國 R&D 投資的影響，認為當外國產業的 R&D 有外溢現象時，會帶動本國

R&D 的投資增加。Coe 和 Helpman (1993)則是採用時間數列及橫斷面資料分析方法

來估計 21 個 OECD 國家的總要素生產力，發現總要素生產力受到本國及貿易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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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R&D 程度顯著的影響，尤其對小國而言此效果更加明顯。Bernstein 與

Mohnen(1994)以美國和日本為分析對象，研究在 1962-1988 年間，兩國 R&D 的形成

過程及 R&D 外溢效果，會對另一國的生產結構、實體資本與生產力成長率產生什

麼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短期時，R&D 投入與國際間外溢效果為互補關係，而長

期時，美國仍維持這種現象，但日本卻會減少本國的 R&D 投入。Coe, Helpman and 
Hoffmaiste (1995)的研究發現：在 1971-1990 年間，77 個開發中國家因為與已開發國

家從事國際貿易，而產生的 R&D 外溢效果對國內總要素生產力的影響，研究結果

顯示：若開發中國家愈開放，與已開發國家貿易愈頻繁，加上本國國民教育水準愈

高，則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率也將愈高。Yan (1995)分析 1962-1986 年加拿大與日本

十個產業之間的 R&D 外溢效果影響，結果認為就兩個國家而言，國內產業間的 R&D
外溢效果對總要素生產力的貢獻，要比來自國外 R&D 的外溢效果來得大。 

 
在 CGE 模型應用方面，Frisvold(1997)探討區域間技術外溢的效果，當一國採行

新的生產技術時，將使得國內財貨的價格與產量有所改變，其影響層面包括垂直市

場聯結效果(即產業間外溢效果)及水平的市場聯結效果(國際間外溢效果)，在垂直面

上，某一個生產階段的技術進步，將影響到其上下游產業。而水平面上的市場聯結，

則是經由不同區域間的技術擴散效果來達成。但在此文中，是假設技術所產生外溢

效果以一致的型式呈現，也就是假設技術來源國與接收國的技術成長幅度完全相

同，完全忽略技術傳遞的機制。 
 
因此 Meijl and Tongeren(1999)，首度建立以國際貿易為國與國間傳遞連接的技

術外溢機制，加上兩國外溢吸收能力及比較其經濟結構相似度，以北美機械業為例，

探討當北美總要素生產力提升 2%的情境時，考量在不同的外溢因子對世界其他國

家機械業的外溢效果，同時也考慮到此生產力的提升對其他產業的影響是屬於中性

技術偏向亦或是非中性的技術偏向。而 Das and Powell(2000)再以 Meijl and 
Tongeren(1999)的外溢模型為基礎，用以研究美國紡織原料的技術提升，對各區域總

體變數的影響，此兩篇文章的不同，主要在於將原本以國民教育程度作知識連接的

方式，改以技術接收國的人力資本來代替，而體現外溢指數改為以技術來源國的產

值作為外溢指數的基準，而並非以貿易額來計算。 
 
至於有關產業間的外溢效果相關研究，最早見於 Schmookler(1996)，為最先提

出研究發展外溢效果名詞者，其後 Spence(1984)發表了有關 R&D 外溢效果的文章以

來，引起一連串關於理論與實證的探討，尤其是 R&D 外溢效果是如何來促進一國

的經濟成長與影響到其他產業 R&D 的投入等等，所謂的外溢效果，表示一個廠商

可以在不必取得對方同意下去利用另一廠商的研究成果。 
 
在產業間外溢效果方面，Jaffe(1986)認為具有相同技術層次的廠商其彼此間外

溢效果較大，且產業間外溢效果的產生往往是透過資本財及中間財的改善來影響

上、下游產業。Bernstein 與 Nadiri (1988)分析美國 1958-1981 年間的五個高科技產

業，由於產業間 R&D 外溢效果會造成生產力變動與要素偏向效果，認為產業間彼

此互有外溢效果，但因各自的外溢來源不同，所以造成各產業的外溢效果影響有顯

著性地差異。 
 
目前衡量 R&D 外溢效果的方法約可分為兩類，一是利用投入產出法，或稱之

為技術矩陣法，係以廠商或產業的所申請的專利數量來分析一個廠商或產業受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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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廠商或產業外溢效果的影響程度。第二種方法係應用計量方法，衡量廠商或產業

的成本與生產結構會受外溢效果的影響程度，又稱為成本函數法( Nadiri, 1993 )。 
 

採用投入產出法的文獻，包括有 Terleckyj(1974)是以投入產出表，估計一個產

業因購入另一產業的資本設備所產生的 R&D 外溢效果，研究結果顯示產業中的總

要素生產力成長率有 45%來自 R&D 外溢效果，28%則來自產業本身的 R&D 效果。

Wolff 與 Nadiri (1987)則是用投入產出結構來分析外溢效果和投入產出之間的關聯

性，其研究認為 R&D 外溢效果有三個潛在影響效果，一是實施 R&D 的產業將具有

向前關聯(對顧客)及向後關聯(對生產者)性，二是一個部門的技術變動，將影響到其

顧客與生產者的消費與生產行為，三是部門本身的 R&D 與技術變動，也會使得產

業中部門的聯鎖結構產生變化。 
 
但上述採用投入產出法來衡量技術外溢效果，存在兩個困難性，第一是專利的

資料詳實度會影響到實證結果，第二則是只能分析某特定時點的產業間外溢效果，

而無法顯示一段時間後的結構變化，因此有另一派學者則採用成本函數法來分析。

如 Spence(1984)認為經由 R&D 外溢效果，可減輕競爭對手的生產成本，因此整個產

業的生產成本均會受到外溢效果的影響而降低，但也因此會有廠商有搭便車(free 
rider)的心態而減少 R&D 的投入。但 Nelson(1982)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廠商為了吸

收外溢的技術水準，反而會先增加本身 R&D 的投入，以增加吸收學習能力。另外

Bernstein 與 Nadiri(1991)採成本函數法，分析美國幾個代表性的高科技產業之成本

與需求結構，在函數中各產業以 R&D 存量來代表外溢效果，得到以下幾個研究結

論：(1)所有產業的變動成本都會因外溢效果之存在而減少。(2)所有產業的產出均因

會外溢效果而增加，但也因而導致產品價格下跌。(3)所有產業的勞動與中間投入的

需求皆因外溢效果而增加。(4)社會的 R&D 投資報酬率明顯高於私部門的 R&D 投資

報酬率。(5)大多數的產業均可對其他產業產生外溢效果，僅有少數產業僅能對單一

產業有有外溢效果。 
 
至於國內關於技術外溢的研究，蔡光第、楊浩彥(1996)將各產業依其 R&D 資本

密集度的高低歸納成高、中、低科技三個部門，並利用投入產出表建立不同科技部

門間 R&D 資本外溢矩陣，藉以分析各部門間 R&D 資本漏損(leakage out)與接收

(receive) 1的結構及變化。此外，該文章亦提出「多層次巢覆式」R&D 外溢

(Mutilevel-Nested R&D Spillover)的觀念，將外溢來源區分成部門間、部門內產業間

與部門內產業內三大類。該文實証結果指出：(1)各科技部門之產出均受到外溢 R&D
資本的影響；(2)不同來源別的外溢 R&D 資本對各部門產出的影響互不相同；(3)自
身部門內外溢 R&D 資本對高、低科技部門產出有顯著影響。 

 
   莊奕琦、許碧峰(1999)以台灣 1981-1996 年製造業中分類(two-digit)產業的 panel 
data 為實證分析對象，檢測研究發展對生產力的貢獻及產業間的技術擴散效果。實

證結果顯示：(1)除了輕工業外，重化工業與高、低 R&D 產業之研究發展對生產力

均有顯著的貢獻；(2)重化工業與高、低 R&D 產業的研究發展存在遞增的報酬；(3)
不論是輕、重化工業或者是高、低 R&D 產業，均存在顯著的 R&D 外溢效果，惟其

中重化工業高於輕工業，高 R&D 產業大於低 R&D 產業。上述文獻可得知，產業間

                                                 
1 所謂漏損是指某一產業從事 R&D 活動所獲致的成果，透過經濟性或非經濟性行為，被其他廠商或

產業取得的一種過程。反觀，若個別廠商或產業獲得其他外界 R&D 資本的過程和行為，則稱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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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外溢現象會因不同的產業結構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產業結構愈相似則外溢接

收度愈高，而 R&D、教育、知識、人力資本是外溢推動的重要因素。 
 

自 1980 年代 Romer、Lucas 內生成長理論開始發展以來，技術內生化相關的

研究不斷，且已有充分証據顯示人力資本等因素確實有助於技術提昇、外溢效益的

傳遞及經濟的成長，而國際間藉由貿易將技術擴散，亦已有相當的研究予以證實。

所謂的基因改造，事實上即為一種技術上的革新，屬於生物科技的知識範疇，本研

究將嘗試以過去相關之文獻，建立一套國際間及產業間技術外溢的機制，包含人力

資本、知識存量、產業結構等因素，並以生物技術目前在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對台

灣產生的技術外溢為例，探討我國在此潮流下可吸收多少生物技術及其對台灣產業

的影響，配合政府在生技產業相關政策施行下來分析對台灣總體福利之影響。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理論模型部份將以 GTAP 模型為基礎，嘗試結合生物科技發展模擬機制

以及技術外溢模擬機制，以求在實證模擬階段可以評估出台灣與世界各國在未來受

全球發展生物技術的影響為何，分析生物技術所引發的技術外溢效果又有多大，以

分析其經濟意涵和對我國經濟福利及各產業的影響。最後則針對這些政策做一綜合

性的評估，並做出結論，提供政策建言供決策單位參考。 
 
由於知識或技術可以藉由各種型式外溢到其他部門，乃是以近來各國經濟學家

不斷在探討的「新貿易理論」與「新成長理論」為基礎，因此在探討外溢效果之前，

必須先來回顧這兩個理論。所謂新貿易理論，是 Dixit and Stiglitz (1977)所聯名發表

的一篇文章。他們發現，即使兩國的初始條件完全相同，不存在李嘉圖所說先天性

的生產比較利益，但如果在生產上存在規模經濟，則兩國依然可以從事專業化生產，

並且帶來後天的比較利益。此即為 Dixit - Stiglitz 模型（簡稱 DS 模型），又稱為新

貿易理論。其要義在於探討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衝突。亦即，在生產

過程中，存在著無止境的規模經濟，從生產的角度考慮，產品的種類是越少越好，

因為產品的生產規模越大就意味著成本越低。但是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從消費

方面考慮，產品的種類則是越多越好。但是，由於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資源的稀少

性，當消費品種類增加時，每種消費品的生產規模就會縮小。它與規模經濟相結合，

就意味著每種產品的生產成本及價格上升，消費者的效用下降。在一個競爭的市場

中，會自動去折衷這種兩難衝突，以達到某種壟斷競爭的均衡。這種均衡雖然只是

次優的，但是它卻在不可避免的壟斷約束下，能使消費者淨福利達到最大。 
 
Krugman(1979)正是看到 DS 模型分析國際貿易的能力，而將其應用到國際貿易

分析上。他用這個模型很好地解釋了 Linder 貿易模式，即為什麼國際貿易主要發生

在先天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之間，而比較利益較多的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貿

易反而較少。就在 Krugman 等人的推動下，生產的規模經濟自 1970 年代末以來成

為國際貿易理論中的熱門話題。人們將這種源自規模經濟的比較利益稱為後天獲得

的比較利益。這種有規模經濟的模型，由於去掉了傳統的不變規模報酬的假定，故

能解釋生產力和貿易依存度同時提高以及貿易量比收入增長更快等現象。由於它揭

示了生產力提高與貿易依存度提高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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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不同，對重新思考經濟成長理論起了重大的啟發

作用。由於先天比較利益並不具有經濟成長方面的含義；相對地後天比較利益則依

賴於政府正確的決策，來推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這種後天的比較利益就

可以用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原因。Ethier(1982)則在這方面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用

Dixit 的方法，分析關於規模經濟和中間產品種類數增加之間的兩難衝突。該模型可

以用來解釋生產率、貿易依存度和機器種類數的同時增加的原因，其中機器種類數

的增加，則與新技術的發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有關。因此，Ethier 的模型，就成了

啟發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1989,1990)在 80 年代後期所陸續發展

出的內生經濟成長模型(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即將人力資本的正向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與規模經濟(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性質帶入成長模型中，重新

啟動了經濟學家對經濟成長問題的重視，此即為所謂的「新成長理論」。若是一個產

業可藉由其他產業的技術發展而獲得好處，且不涉及金錢的補償，此即為「技術外

溢」之效果，要模擬出各國之間的技術外溢機制需要一些假設，本文即欲以 GTAP
來模擬出技術在國際間流動的情形。 

在本研究方法的設定基礎上，即以「新貿易理論」及「新成長理論」為思考中

心，其相關文獻為 Coe, Helpman and Hoffmaister(1995)，文中指出四種技術移轉的管

道，第一：國際貿易的興盛使得一國得以使用更多樣的中間投入和資本設備，較之

使用原本資源可帶來更高的生產力。第二：國際貿易提供了兩國間在生產方法、設

計和組織等各方面技術交流的管道。第三：跨國契約使得一國得以去學習複製他國

的技術和調整國內的使用方法，這種藉由模仿擴散的方式已成為高度發展國家的成

長動力，如日本、新興工業國家等。最後，國際間的貿易可藉由發展新的技術或學

習他國技巧來提升一國的生產力，並間接地影響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生產力。 

接下來一個相當重要議題是去探究「知識或技術如何藉由貿易在各個國家中移

轉」? 對此，Coe et al.(1995)曾討論過許多種技術外溢的管道，知識外溢可藉由進口

或者國外直接投資 (FDI) 而得。在實證分析上，Coe and Helpman (1993) and Coe, 
Helpman and Hoffmaister (1995) 估計出國際間的技術體現因子，且發現其影響相當

顯著，該研究估計結果建議一國的確可享受到來自對手國研發的實質效益，加上近

來 Sjoholm(1996)的研究發現，貿易的確是技術移轉的重要傳遞機制，Timmer (1988)
和 Hayami and Ruttan(1985)曾經指出在貿易上呈現的農業技術移轉乃是藉由貿易農

業機械、農化肥料等產品而得。在本研究中，吾人假設生產生技產品可藉由中間投

入具體呈現在國際貿易上，即將重點放在國際間的貿易做為知識傳遞的因素，當然

還有其他重要傳遞因子，諸如國外直接投資(FDI)因素等，但在此並不多做討論。 

綜上所述，對生技產品技術外溢因素包括有:一國的吸收能力(教育水準)、兩國

經濟結構相似度;以及社會大眾對生技產品的接受程度。當大眾反對生物發展技術

時，將使得業者學習生物技術的速度減緩，因此「社會的接受度」將是影響生物技

術外溢的重要影響因子。技術在國際間外溢機制的傳遞的流向，第一步是技術來源

國的外生技術提升，而後藉由雙邊的貿易將其技術引進到接收國，此過程將藉由貿

易體現指數來反應，而技術接收國本身再經人力資本及知識存量來加強技術的吸收

(中間亦有產業結構差異所造成的技術流失)，最後技術接收國在以上條件下內生決

定技術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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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當前國際上的生物技術之發展現況及國際規範和管理做一整理與說

明，接著是文獻回顧，可分成兩部份：分別對生技產品管理議題的探討及目前文獻

對技術外溢的評估方法比較，了解目前相關研究的進展以及國際上所關切的議題。

在理論模型部份，本研究以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全球貿易分析研究中心

所建立的多地區多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全球貿易分析模型及其第五版資料庫為主要

分析工具，結合生物科技發展模擬機制以及技術外溢模擬機制，探討我國引進國外

生物技術後，對我國存在的技術外溢及其福利效果。  
 
在過去探討開放生物技術方面相關的文獻中，甚少考慮技術外溢所造成的效

益。本研究在技術外溢機制的建構上，主要修正 Meijl 等人(1999)所設定技術外溢的

原理，並加入 Romer (1990)人力資本與知識存量的連接模式，建立出以中間產品為

傳遞因子的新國際間體現技術外溢機制，並依此原理創造技術來源國產業間外溢的

型式，並設計出幾種模擬情境加以研究，其中模擬一為評估台灣引進國外生物技術

後，對我國生產技術提升的效益；模擬二為模擬一加上台灣科技產業技術提升且存

在國際間技術外溢的現象；模擬三為模擬二加上產業間技術外溢的現象；模擬結果

顯示，在 GTAP 模型技術外溢的模擬機制下，台灣引進生物技術的外溢效果將存在

正面效益，將可有效拉高我國生產技術水準。其中獲益最大的為科技產業，而對傳

統製造業的助益較少，另外，對國外技術外溢的管制將能有效抑止台灣科技產業的

衰退，亦有助於整體服務業的成長。同時我國引進國外生物技術後，在國際上的經

濟依賴性勢將進一步的提升，但技術的管制相對無管制而言，不但能提高本國的經

濟成長，亦能降低對外經濟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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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採用全球一般均衡模型做為分析工具，探討技術外溢效果之評估及

生技發展對我國整體之經濟效益，在計畫過程中廣泛地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

以及生技專家所提供的相關資料，並依照所欲分析的產業，成功地拆解現有資料庫

型態，以求適用於本研究之分析，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成功建立一個包含完整生技

產業並結合技術外溢機制之台灣靜態 CGE 模型，在模型程式方面，將依照我國生技

產業在可能存在技術外溢特性下做了適度修正。 
 
本研究評估我國生技產業在技術外溢下的經濟效益，以及對各產業部門在產

出、物價及就業需求、未來投資研發等總體經濟影響評估，其模擬結果將與學者專

家加以討論溝通，作適度修正，並著手進行研究報告之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