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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
細胞、基因治療及新藥開發持續是
市場關注焦點，2022年以產品收
購、許可證、策略研發及合作關係
為 主 ， 且 交 易 型 態 多 為 小 規 模 交
易。美國《降低通膨法案》帶來不
小的影響。

診斷設備製造及實驗室服務
在疫情流行期間，檢測試劑的需求
大 增 ； 而 在 CO V I D - 1 9 逐 漸 減 緩
後，需求大幅下降，以2022總體
交易量來看，便下降了23%，使得
診斷設備商開始積極以收購模式建
立夥伴關係。

生技製藥服務
71%的投資者預估生技產業估值將
會上升，投資者最關注的前三大領
域分別為，數據分析與技術服務、
受託研究機構(CROs)以及醫療通
訊服務。

醫療器材
醫材商將重點聚焦於心臟病學、機
器人手術、互聯網應用及穿戴裝置
領域。四成專業投資人表示未來將
著重於資產交易，另有三成投資人
傾向縮小交易規模。

醫療照護產業 生技產業

醫院與醫療服務體系
面臨人力成本高昂且缺乏的困境，
醫療體系考慮以併購、合資方式擴
大規模；以2022年交易為例，醫
療保健商Beaumont與Spectrum
合 併 創 建 美 國 最 大 醫 療 保 健 系 統
Corewell，芝加哥大學醫學院與醫
療保健系統商AdventHealth正式
成立合資企業Uchicago Medi-
cine AdventHealth。

居家照護和臨終關懷
伴隨人口高齡化及遠距醫療快速成
長，居家照護越趨普及，2022年
出現了該領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收
購 案 ， 美 國 最 大 的 健 康 保 險 公 司
U n i t e d H e a l t h 看 好 居 家 照 護 前
景，以54億美元收購居家照護公司
LHC，期望擴大現有服務規模。

醫療執業人士
招聘與留住臨床人才成為該產業一
大挑戰，投資人預期交易活動將持
續蓬勃發展，其中，未來兩年內熱
門的投資領域為行為醫療、心臟病
學及整形外科。

醫療資通訊
疫情使醫療資通訊運用廣泛且多元
發展，投資趨勢更進一步著重於提
供傳統醫療資通訊大廠進行管理策
略與流程優化服務。2023年醫療資
通訊相關交易持續興盛，投資人預
估交易規模將落在2億至10億美元。

2022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八個子產業市場概況



回顧過去三年，疫情成為推動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的主要驅動力，2022年
初調查顯示，七成以上的專業投資者對併購前景深具信心，由圖表一可見，
2022年第一季表現確實依舊亮眼；然而，烏俄戰爭的爆發、經濟衰退、升
息緊縮政策等，為全球帶來高度不確定性，使得資源、人力、供應鏈再度面
臨短缺窘境。
 
綜觀近年交易量統計(詳圖表一)，2022年全年共有2,381筆交易，2021年則
為3,189筆，基於外部多重不利因素，交易量自2022年第一季後快速縮減，
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從疫情紅利的大幅成長中高檔回落，不過相較疫情前的
交易總量(2019年2,244筆)，目前仍是處於高點。
 
此外，美國正式簽署《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藥物研發、生技產業併購及投資策略將有所改變，本次調查中，51%的投資
專家表示 ，因應新法規下調整了收購目標與估值，並考慮以影響較小的新模
式進行投資(詳圖表二)。

圖表一、2022年交易活動雖處衰退，但仍較疫情前增長

圖表二、投資者認為美國《降低通膨法案》對生技產業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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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前景預測

儘管全球景氣衰退，種種困境卻未減緩醫療產業創新發展，2023年交易表
現仍指日可期，六成受訪者認為2023年交易數量將會超越2022年(詳圖表
三)，而近一半(48%)預期行業估值可能下降(詳圖表四) 。
 
在醫療照護領域中，智慧醫療依舊為投資者一致看好的領域，其中歸納三大
發展重點：

圖表三、2023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交易活動總量將持續增長

著重傳統醫療資通訊大廠-交易目標以傳統醫療資通訊大廠為主，提供
管理策略與流程優化服務，如2022年甲骨文以280億美元收購電子病
歷公司Cerner為代表性案例，透過此筆交易將大舉進軍醫療保健垂直
市場，改善護理工作體驗，實踐高質量醫療照護。
遠距醫療及混合醫療-居家即醫院(Hospital at home)逐步成為趨勢，
藥品零售商CVS轉征基本醫療市場，收購醫療保健服務商Signify，以
拓展全方位居家照護服務。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為了強化數位醫療方案，在醫療領域布局多年的
微軟於2022年收購語音辨識巨頭Nuance，藉以將其技術整合至醫療
與其他產業雲端之中。

一、

二、

三、

2%2%
5%

31%

5%

減少20%以上

保持不變

減少10%~20%

增加1%~10%

減少1%~10%

增加20%以上

增加10%~20%

20%

35%



而生技製藥產業方面，收購者持續關注技術創新與重大研發項目，包含產品
收購、授權交易及策略合作，例如大型藥廠安進(Amgen)、輝瑞(Pfizer)積
極展開併購，由重大併購案件可以觀察到，生技製藥交易主要以罕病、癌症
及免疫相關疾病為熱門領域。七成專業投資者表示，2023年的投資策略將
專注於高度穩定性的後期資產，另有65%則表示希望著重在收購初創企業。
 
2023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的主要資本配置為: (1)重新規劃並提升營運效率
(2)擴增新產品、平台以及授權「里程碑式」交易，此兩大方向將是資本部
署的關鍵策略。
 
醫藥產業雖屬於剛性需求，經濟逆風之下相對影響較小，企業仍須注意重大
財務衝擊與其估值，重新審視商業模式，制定新的策略以加速成長。醫藥產
業可由四大方面著手：
第一，尋求明智的併購，以經濟低迷為契機重新平衡投資組合提高競爭力，
第二，使用大數據提升效能，深入分析改善財務狀況；
第三，關注市場趨勢，即時滿足客戶需求、改善體驗，
第四，積極創新留才，開放多元人才培育管道。 

圖表四、2023年產業估值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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