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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西方醫藥對於許多重大疾病的醫治尚未找到根治方法，而在新藥的研發上也面臨了很大的瓶頸，因而促使科學家們逐

漸轉回自然界中尋找可能的答案。近幾年來，在經濟部與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的規劃下，國內產官學研均積極從事中草藥

的研發，期望能開發本士特有的中草藥產業。 台灣中草藥製劑產業發展自光復初期以來，其發展牽涉廠商資產規模、消費

者需求量、臨床研究能力等因素，彼此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因此台灣中草藥製劑產業之發展為一動態且複雜的問題。事

實上政府資金補助、廠商資產規模、消費者需求量等，皆會影響台灣中草藥產業的發展。本研究使用系統動態學，以整體

觀的角度探討台灣中草藥產業之系統結構，並了解其系統行為，針對台灣中草藥產業做動態模擬。 經由分析結果與模擬，

對台灣中草藥產業的影響做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廠商研發經費增加、投入研發廠商家數比率增加以及消費者需求量增加時

，中草藥產品總產值、外銷值及銷售值有明顯的增加。而政府資金補助增加時，中草藥產品總產值、外銷值及銷售值也呈

現成長的趨勢；政府資金補助減少時，其成長趨勢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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