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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19年台湾生物科技大展

公司名称 北京展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将台路14号5幢一层98113

联系电话 400-6998859 15201321564

产品详情

2019年台湾生物科技大展 

展会时间： 2019-07-25 — 2019-07-28

展馆： 中国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主办方：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会介绍Exhibition introduction

台湾生物科技大展Biotaiwan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是亚洲乃至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的重要会议，
得到台湾相关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展会汇聚了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行业专家等。为
各国企业和研发机构提供宣传展示平台，通过举办专业论坛、发布会、交流会、对接洽谈等活动，为参
展参会人员提供信息交流与发布、技术合作与交易、风险投融资的综合性平台。主办方在当地报纸，电
视，网络，广播等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吸引观众。

展会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新西兰等15个国家和地
区的600多家企业参展，并吸引了9万多名专业观众前来观展，包括近千名国际观众。

展会特色Exhibition Highlights

1.展出效果好

该展会是亚洲乃至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的重要会议，吸引600多家参展企业。

2.权威机构认证

展会得到国际展览联盟UFI的认证。



市场背景Market Background

从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正处于生物医药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始阶段，预计到2020 年
之后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总的来说，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显示了以
下七个特点及趋势：   

(一)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近20 年来，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技
术相继取得突破，现代生物技术在医学治疗方面广泛应用，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研制中
的生物技术药物超过2200 种，其中1700 余种进入临床试验。生物技术药品数量的迅速增加表明，21
世纪世界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正逐步进入投资收获期，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增长。20 世纪90 年代以
来，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全球医药行业年均不到10%的增长速度。
生物医药产业正快速由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技术产业向高技术支柱产业发展。   

(二)生物医药发展呈现集中化的显著趋势 

一是少数发达国家在全球生物医药市场中占有绝对比重，处于产业主导地位。在世界药品市场中，美国
、欧洲、日本三大药品市场的份额超过了80%。从生物技术产业看，全球生物技术公司总数已达4362 家
，其中生物技术公司总数主要集中在欧美，占全球总数的76%，欧美公司的销售额占全球生物技术公司
销售额的93%,而亚太地区的销售额仅占全球的3%左右。美国是生物技术产业的龙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其开发的产品和市场销售额均占全球70%以上。二是大的跨国公司主导了世界专利药市场，跨国企业
在全球医药市场中的地位日益攀升,所占比重不断增长,现代医药产业的集中度逐年上升,跨国企业的垄断
程度不断加大。三是在产品市场领域，单品种销售的市场集中度也呈现不断增高趋势。

(三)发达国家已形成若干生物医药产业密集区   

在生物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浪潮推动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加上政府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
许多发达国家在技术、人才、资金密集的区域，已逐步形成了生物产业聚集区，由此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生物医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美国已形成了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北卡、圣迭戈五大生物技术产业
区。其中硅谷生物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销售收入占美国生物产
业的57%，R&D 投入占59%，其销售额每年以近40%的速度增长。除美国外，英国的剑桥基因组园、法国
巴黎南郊的基因谷、德国的生物技术示范区、印度班加罗尔生物园等,聚集了包括生物公司、研究、技术
转移中心、银行、投资、服务等在内的大量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大部分产值。这些生物技术
产业集群已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中崭露头角，对扩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   

(四)生物技术制药和天然药物前景广阔   

由于不少重量级产品的带动，抗生素的需求仍呈现增长态势，总体上讲，未来10 年传统化学药物市场依
然庞大，约占整个医药市场的70%左右。由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医药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药物
本身的安全性能要求，化学药品在药物市场中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重挑战，生物类新兴药物将在药品市
场中迅速崛起，生物药物已成为药物研发的重中之重，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和生物技术将应用于天
然药材的种质改良当中，天然药物将获得更为快速的增长。   

(五)研发投入不断增强，市场并购重组高潮迭起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需要高额投入作为产业进入和持续发展的
条件。为应对科技创新瞬息万变和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局势，各国际大型跨国医药企业争相加大科
研投入。据统计，全球大型制药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在9%-18%之间，而著名生物技术公司的研
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则在20%以上，对于纯粹的生物技术公司，研发投入比重更大。为建立全球性的



生产与销售网络，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也为了获取新药或是直接掌握新技术，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生物
技术公司与大型制药企业以及大型制药企业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兼并重组非常活跃。全球范围内生物医
药行业的并购和重组热潮，大大提高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   

(六)战略性技术同盟成为新药开发的成功模式   

新药发现是一项整合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知识和技术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前期投资巨大
，风险也很大，需要跨国制药巨头之间、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结盟并联合进行投资。据资料反映，
被批准的生物技术药物中有一半是通过合作的方式研制成功的。这种加强合作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
战略同盟促成生物技术向产业化转化。由于大部分生物技术产品及生产技术掌握在新生的生物技术企业
手中，为保持新药研发的持续性，几乎所有的制药企业都与生物技术公司结成战略联盟，由这些技术力
量雄厚的专家型小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通过合作开发，获得生物药品的生产技术或生产
权，这种模式成功促进了生物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二是创新药品开发采用委托外包策略。为了缩短创
新药品开发时间，近几年许多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开始和一些小型公司结成技术联盟，将技术性强的研
究开发内容，分包给具有研究实力的小型公司完成。据CenterWatch
公司统计，目前“委托研究机构”(CRO)公司已承担了美国市场将近1/3
的新型药物开发的组织工作。CRO 已经成为制药企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正以其低成本、专业化和高效
率的运作方式，受到生物技术及制药公司的高度重视。   

(七)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产业发展   

许多国家都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21 世纪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纷纷
制定发展计划，加强领导,网罗人才,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例如，美国将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生物技术产业激励政策”，持续增加对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
日本制定的“生物产业立国”战略;欧盟科技发展第六个框架将45%的研究开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相关
领域,英国政府早在1981 年就设立了“生物技术协调指导委员会”，采取措施促进工业界、大学和科研机
构加大对生物技术开发研究的投资;新加坡制定了“五年跻身生物技术顶尖行列”规划，5 年内将拨款30
亿新元资助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印度成立了生物技术部，每年投入6000 万美元-7000
万美元用于生物技术和医药研究;20 世纪90
年代古巴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生物技术投资计划”，投入10 亿美元发展生物技术产业，10
年来已取得400 多项专利，生物医药产品出口到英国等20 多个国家，直接促进了古巴经济的繁荣。

展会范围Exhibition scope

生物技术及产品、生物药品研发成果、生物园区与产业基地建设以及生物技术在医疗医药、食品、农业
工程、能源和日常生活的应用。

生物技术产品推介、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推广、装置设备和早期诊断学、相关法规政策、药物研发、公共
关系/投资者关系、投融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产业与环境 、全球性商业、制造业、新兴企业合作、
再生医学、全球健康、技术转移/注册、国际案例研究、业务拓展、监管、食品与农业等。

参展通道：http://www.ex-easy.com/112109781.html

更多展会信息：http://www.ex-easy.com/guonei/

咨询电话：400-699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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