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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in Western medication have not yet fining a way to cure detailed disease and in the meantime, new drug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lso met a serious choke point; however, under the new scheme carried b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domestic researchers includes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specialists and academics and were all positively undertaking a research on herbal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ament manufacturing in Taiwan since Early of Recovers Period concerned with manufacturer total

asset, consumers demand,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and other element which is a problem of complexity combined with a causal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and mutually linked together. System Dynamics as a methodology in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Taiwan with integrative view then explained its system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s suppose

we raised manufactur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and the amount of manufacturers might increase herbal medicine

products output value, export value and sales value. When the government subsidy increased would also represent a tendency of

growth with herbal medicine products output value, export value and sales value. In contrast, when decreased in government subsidy

would comparatively slow with growth. In addition, the herbal medicine products output value, export value and sales values would

obviously vary when increased in consumers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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