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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建置下的精準醫療推進趨勢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RI台灣) 

 

疾病的產生是由先天的遺傳基因，與後天的生活習慣、飲食、環境等因

素長期交互作用之下所致，具個體化的差異，而在當前次世代基因定序成本

大幅降低、資通訊技術與大數據分析應用助力下，著重個人化的醫療逐步拓

展其可行性，精準醫療與健康成為本世紀醫療顯學。今年即將辦理之第 11屆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當中，也將深入精準健康與醫療發展之議題討論。 

精準醫療於 2015年開始廣為推動，龐大商機逐漸成形，為促進醫衛產業

創新與發展，大健康產業資訊的加值應用將為未來各國政府政策佈局推動之

重點。台灣在精準醫療、數位醫療等新興議題上，則已具良好發展基礎：一

方面具備 1995年起實施之全民健保大量累積的健康醫療資訊，並已完成國內

醫療院所病例、檢驗報告、醫學影像等資訊全面電子化；另一方面，台灣自

2010 年即通過人體生物資料管理條例、鼓勵設置人體生物資料庫，迄今已逾

33家人體生物資料庫，相關檢體資源亦已逾 450萬樣，累計來自超過 46萬人

次，成果豐富。 

人體生物資料庫為蒐集、保存大量人類生物檢體（血液、組織、其他體

液等）或參與者相關資訊（病例、行為、環境等），以作為未來研究等運用用

途之資料庫。作為生醫研究基礎建設，其使用樣態從過去偏重於學術研究目

的，近年逐漸往產業發展接軌，以期提供寶貴的生醫研究資源給各界使用，

貢獻新的檢驗與治療方式等開發，達到擴大資源的有效利用。 

然而過去我國人體生物資料庫屬多點開花，在面對未來逐漸擴大的應用

需求，同時產生許多申請使用上的困難，為整合國內現有人體生物資料庫資

源以發揮綜效，「建置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計畫」於 2019 年 5 月

啟動，進行既有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源的整合，以單一窗口的方式提供集中服

務的整合平台。除了積極對接提供者與使用者外，更針對產業利用上的痛點

進行全面性檢討：包括對商業運用利益回饋辦法等既有法規的調整以減少廠

商利用負擔、落實對檢體蒐集至保存之流程與品質分級制度以增加檢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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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導入集中審查制度減少申請等待等。計畫目前已串聯國內逾 25家人體生

物資料庫資源，入口網站上線的同時，已經手多件外部申請案，並使收案狀

況查詢透明化，將來持續推動檢體之標準品質規格與醫療資訊一致化，充實

整合平台內容。 

未來，在資源的規劃、建置、調整逐步到位後，配合進一步法規流程調

整與專責模式建立，我國人體生物資料庫將成為一資源提供、連結、回饋、

處理、擴大之生態系，以完善的人體健康資料支援次世代精準醫療發展，並

配合基因定序、藥物研發、中西醫結合之推進，促使相關精準醫療產品與服

務加速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