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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目前積極推動生技產業，想讓生技產業成為明星產業之 一。但因生技產業的特性（進入門檻高、研發期長、風險高、

投 資報酬率高等因素），加上目前企業資金短缺，需透過技術轉移 或募資等方式維持生技產業的經營。因此必經技術鑑

價的方式， 確 認該公司的無形資產價值。相對而言，評鑑無形資產的因素 就是關鍵性所在。 由於無形資產無法像有形資

產依折舊方法加以計算，因此要 評估上有一定困難度。故本研究透過AHP 或FAHP 來研究生技產 業的關鍵因素，並加入

技術鑑價的觀點，尋找出關鍵性所在。 研究結果發現，生技產業技術鑑價之關鍵因素重要順序為技 術獨特性、技術掌控

力、專利制度、產品特質、資金回收時間與 財務規劃六項；生技產業與技術鑑價的觀點差異性為生技產業注 重財務金融

與市場行銷這兩方面，而技術鑑價則偏重於人力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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