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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一一〇年私募普通

股使用 

報告類型：必要性及合理性意見書 

評估人：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明輝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〇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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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辦理私募普通股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

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益安公司或該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

結構，在考量資金募集之時效性及兼顧法令情形下，擬於 110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討論

辦理私募普通股上限 35,000,000 股，及應募人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期

效益等事項，並規劃於 110 年 6 月 29 日股東常會討論決議後始得辦理。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董事

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

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

見。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數為 66,503,159 股，加計本次擬私募股數 35,000,000 股後，

以全數發行計算，預計實收資本額將增加至 101,503,159 股，本次私募總股數佔私募後

股本比例預計為 34.48%，故未來不排除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因此該公司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洽請本承銷商

出具辦理私募普通股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益安公司 110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及 110 年 6 月 29 日股東

常會決議本次私募案之參考依據，不作為其它用途使用。此外，本意見書係依據益安

公司所提供之財務資料及其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資訊所得，對未來該公司因本次

私募案計劃變更或其它情事可能導致本意見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

法律責任，特此聲明。

一、 公司簡介

  益安公司成立於 101 年，並於 105 年股票上櫃，成立以來即專精於具高價值之第

二、三類高階醫療器材設計與研發，產品開發方向以微創手術為主軸，並涵蓋多種手

術類別，現階段包括腹腔鏡、骨科、泌尿科、高階心血管等領域，預計將持續開發不

同領域之微創手術相關之醫療器材，並致力將自行開發產品授權國際大廠以創造相關

授權收入。另該公司為了累積自身內部快速打樣與試量產研發能力，並爭取產品授權

國際醫材大廠後的委外代工訂單，於 105 年併購醫材代工廠達亞國際，使其成為益安

公司之子公司，而達亞國際憑藉經年累月為國際醫材大廠之服務經驗，加上 107 年擴

增廠房後產能提升，自 108 年起營收及獲利即開始快速成長，不僅為該公司貢獻代工

收入，更使益安公司成為同時具備高階醫材研發與生產能力之醫療器材集團。

在高階醫材研發方面，母公司益安公司已於 107 年第一季與 Terumo 公司簽訂資

產讓與合約，成功將自行研發之產品大口徑心導管術後止血裝置(Cross-Seal)以總額

5,000 萬美元授權予國際醫材大廠，其中包含簽約金 2,000 萬美元及里程碑金 3,000 萬

美元，故該公司授權後仍致力於協助 Terumo 達成產品開發進度並以取得後續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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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並於 109 年第四季收到 250 萬美元里程碑金。另該公司亦積極將已取得法規認證

之產品，如腹腔鏡影像清晰器材(Click-Clean)、腹腔鏡手術縫合器材(AbClose)及骨科四

肢創傷內固定手術微創醫材(PUMA)等透過試銷售策略提升與國際醫材大廠達成授權

之機會。此外，該公司目前尚有治療因良性攝護腺肥大所致下泌尿道症狀之微創醫材

(Mercury)及胸主動脈修復醫材(Duett)已分別進入臨床實驗及動物實驗，未來在完成臨

床試驗以證明產品安全性與有效性後，將可提升產品授權價值。

另外，在高階醫材生產代工方面，子公司達亞國際主係從事塑膠醫材模具開發與

射出成型，專攻醫療器材二類及三類等高階醫材產品零組件之生產製造研究開發與設

計，客戶亦為國際知名醫材廠商如 Johnson &Johnson、Medtronic、Abbott、Boston 
Scientific 等，自 108 年起受惠於現有國際醫材大廠量產中的產品持續出貨，及國際醫

材大廠開發中之新產品持續進展，營收及獲利逐年躍升，其中 107~109 年營收 161,840
仟元、383,372 仟元及 554,314 仟元，EPS 則分別為 0.13 元、5.58 元及 10.67 元，預期

隨著與國際醫材大廠協同開發之新創醫材產品逐步取證上市，將可挹注長期成長動能。

綜上所述，該公司為高階醫材之研發設計公司，主要營運模式為產品研發完成後

授權國際醫材大廠，並取得授權金收入，而該公司 105 年起合併子公司達亞國際後，

增加高階醫材快速打樣及試量產之能力，不僅自身新創產品加速商轉，亦提升台灣高

階醫材供應鏈之價值。

二、 適法性

該公司 109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顯示之稅後純損為(169,586)仟
元，累積虧損為(525,912)仟元，故不受「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第三條規定之公開發行公司最近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不得辦理私募有價證券

之限制。另該公司擬於 110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決議本次私募增資普通股之每股實際

發行價格以不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且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亦

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所規定之特定人為限，並將於股東常會召集事由中列舉相關事項，經評估本次私募案

之辦理程序應屬適法。

三、 本次私募案計畫內容：

(一)目的及額度：

益安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加速產品開發動能、轉投資子公司及醫療產業，

發展集團策略目標，擬於 35,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

(二)私募普通股訂價方式：

益安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定價，以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

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

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除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上述二個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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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董

事會後洽特定人情形決定之。

(三)應募人：

本次應募人之選擇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號 0910003455 號規定之特定人為限。

四、 本次私募案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

(一)辦理私募之必要性

該公司考量目前營運狀況及產業前景，為使公司永續經營，將配合公司未來

發展，引進對該公司未來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之對象，並藉由應募人資

金、技術與知識等資源，協助該公司加速開發符合臨床需求之創新醫材產品並提

高與國際大廠談判籌碼，有助公司未來穩定成長，故本次預計辦理私募普通股用

以充實營運資金，除可有效提升整體股東權益，尚能進一步改善公司財務結構，

故應有其必要性。另考量實際籌資市場狀況掌握不易及籌資成本之時效性、便利

性、發行成本等因素，私募可達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並可適時配合資金運用

計畫，故本次採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應有其必要性。

(二)辦理私募之合理性

 該公司為求營運穩定成長，此次預計以私募方式引進資金以充實營運資金，

將有助於強化該公司之競爭力，提升營收並創造獲利，對其股東權益確有正面

助益，其預計效益應屬合理。

該公司屬創新醫材研發公司，因投入研發費用較高，目前仍屬虧損，若透

過公開募集或向金融機構借款等管道籌集資金，需耗時冗長且不確定高，考量

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性，且私募有價證券具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

可使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之資金，並確保與所引進之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

亦有助於公司未來整體營運之發展，提供股東權益，故該公司擬辦理本次私募

案，應屬合理。

(三) 應募人之選擇與其可行性與必要性之評估

1. 應募人之選擇

本次私募案規劃之應募人選擇方向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號 0910003455 號規定

之特定人為限。

該公司本次尚未洽定特定應募人，其應募對象可能為內部人、關係人

或策略性投資人，若為策略性投資人，應募人之選擇，將以對該公司能直

接或間接助益為首要考量，藉由私募資金引入，借重應募人之長才，協助

公司營運拓展，以期提升經營績效，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2. 應募人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該公司考量目前營運狀況及產業前景，為使公司永續經營，將配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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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來發展，引進對該公司未來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之應募人，

企盼透過應募人之資金、技術與知識等資源，協助該公司加速開發符合臨

床需求之創新醫材產品並提高與國際大廠談判籌碼，預計將可有利於改善

公司虧損狀況，並提升該公司股東權益。另因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內不得

轉讓之規定，將可確保該公司與應募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對該公司之經

營權穩定及未來營運應有助益，故本次私募案應募人之洽詢，應有其可行

性及必要性。

(四)經營權移轉後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股數為 66,503,159 股，擬於 110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

決議在 35,000,000 股內辦理私募普通股，以全數發行計算，佔該公司私募後股

本 101,503,159 股之 34.48%，惟目前尚未確定應募人，故未來辦理私募普通股

所引進之特定投資人是否取得一定數量董事席次來參與公司經營，尚無明確定

論，因此辦理私募引進特定投資人後是否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亦無定論，

惟未來該公司若有發生董事席次變動或經營權變動之情事，將依相關規定辦理

資訊揭露，以確保股東權益。

另假設辦理本次私募案後發生經營權重大變動，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

東權益等影響之說明如下：

1.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商業模式接近新藥廠商，係採高階醫材研發後授權給國際醫材大

廠之模式，雖該公司已於 107 年第一季與 Terumo 公司簽訂資產讓與合約，

成功將自行研發之產品大口徑心導管術後止血裝置(Cross-Seal)以總額 5,000
萬美元進行國際授權，惟目前尚有多項極具授權潛力之創新醫材產品分別處

於臨床實驗、動物實驗及試銷售階段，以增加與潛在國際大廠談判授權之機

會，因此該公司企盼藉由本次私募案引進對公司未來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

助益之應募人，以協助該公司加速開發符合臨床需求之創新醫材產品及提高

與國際大廠談判籌碼，對該公司業務具有正面效益。

2.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擬於 35,000,000股額度內私募增資發行普通股，如全數發行，

以該公司於 110 年 4 月 22 日董事會之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除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選其中較高者為參考價格，並以不

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本次私募案募集之資金將作為

充實營運資金之用，應可有效改善公司財務結構，故該公司在私募資金即時

有效挹注下，對公司財務上應具有正面效益。

3.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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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公司主係以高階醫材研發後授權之營運模式為主，故目前仍處虧損

階段，而為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營運發展所需，該公司本次私募用以充實營

運資金，預期將不僅可協助該公司強化財務結構，亦可提升該公司競爭，進

而提升該公司股東權益，故該公司辦理此次私募案，對該公司之股東權益，

應具正面提升之效益。

五、 評估意見總結

  綜上所述，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資金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加速產品開發

動能、轉投資子公司及醫療產業，發展集團策略目標，有助健全整體營運發展並

兼顧股東權益，經考量該公司目前之經營狀況及募集資金之可行性因素，該公

司本次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計畫，應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另經本

證券承銷商檢視該公司董事會提案資料，其發行計畫內容及程序尚無違反規定

或有重大不合理之情事，且綜合考量該公司本次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應募人

之選擇及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影響等各項因素後，該公司本次辦理私

募增資發行普通股應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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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獨立性聲明

一、 本公司受託就益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益安公司)110 年度辦理私

募普通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出具意見書。

二、 本公司為執行上項業務特聲明下列情事：

(一)本公司非為益安公司採權益法投資之被投資公司。

(二)本公司非為對益安公司採權益法投資之投資公司。

(三)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益安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並非為同一人，亦無

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關係。

(四)本公司非為益安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五)益安公司非為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六)本公司與益安公司於上述情事外，並無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

八條規定鎖定關係人之關係。

三、 為益安公司辦理 110 年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意見案，本公司

提出之評估意見均維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評估人：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明輝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〇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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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252 27,312,644

( ) ( 110 5 1 )

Medeon, Inc.

Yue Teh Jang ( )
7,540,392

19,772,25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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