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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無形資產評價產業於行業標準分類(第 10次修訂)中，無明確歸屬，而以營利

事業登記查詢做為依據，亦有漏列諸多執業廠商之虞，因此本次調查係參考經濟

部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名單」登錄項目內，屬於提供智慧財產評

價服務(IP301)之廠商。 

該類別定義為估算智慧財產之經濟性量化價值為基礎，並且為運用專業知識，

從事與無形資產評價有關之業務者，其工作項目涉及標的物之資產特性分析、評

價標的物之(公司或產業)經濟價值分析等工作，目的在於完成顧客委託有關無形

資產(尤其是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資產)評價案件者。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觀諸現今國際租稅組織利潤分配，相當比重為無形資產，顯示無形資產比例

愈增，而需評價物件也從實體設備發展至無形資產。從總體趨勢走向來看，

不管是從交易面或稅務面都帶來衝擊，當特定需求(如：國內近期整併交易熱

絡、中小企業面臨創始人後續接班、文創產業交易)產生，自然會有無形資產

評價業務產生。 

(二) 近年來，無形資產評價專業服務，對於我國創新活動、高科技產業、與智慧

財產密集產業發展，具正向幫助與互補效益(如：評價過的無形資產，同時可

確認具競爭力)，根據調查顯示專業人才需求將持續成長。 

(三) 臺灣無形資產評價產業重要性逐步提升，主要原因是雖資金、產業規模等無

法與中國強勢崛起競爭，但服務、技術(入股)仍有機會提升競爭優勢，且高

科技業發展趨向上下游整合，提升綜合效果及營運獲利，無形資產評價需求

隨之產生。 

三、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以下提供無形資產評價產業 107-109 年人才新增需求推估結果，惟推估結

果僅提供未來勞動市場需求之可能趨勢，並非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

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樂觀預期下，未來國際企業併購將成為長期趨勢，且我國

產業創新條例修法已著眼於評價產業之發展，漸次建構評價基礎環境，界定所需

職能，建立培育機制，提升人才素質及評價報告產出品質，此將有助於促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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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循環，帶動無形資產評價人才需求，據推估結果，未來無形資產評價產業人

才新增需求呈微幅上升趨勢，107-109 年每年平均人才新增需求 20~40 人。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40 

-- 

40 

-- 

40 

-- 持平 20 20 20 

保守 20 20 20 

註：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2；保守=持平推估人數*1。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7)，「2018~2020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無形資產評價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務人才需求

條件彙總如下表： 

(一) 無形資產評價產業所欠缺之人才包含：無形資產評價師、無形資產評價助理

等 2類人才；另由於評價產業為一高知識經濟掛帥之產業，橫跨專業領域甚

廣，且受相關評價需求差異性大、需人際溝通協調等因素之影響，大多數工

作項目較無法被機器取代，因此相關職務較不受數位化、智慧化之衝擊。 

(二) 在基本學歷要求上，無形資產評價師要求碩士以上教育程度，而無形資產評

價助理則要求大專學歷；在教育背景方面，無形資產評價師與無形資產評價

助理均需求具跨領域知識，包含「財務金融」、「會計及稅務」、「專業法律」、

「理工農醫」等相關學科。 

(三) 在工作年資要求上，無形資產評價師要求 5 年以上年資，而無形資產評價助

理則具 2年以下工作經驗即可。 

(四) 在人才招募上，無形資產評價師招募困難，雖多由企業內部自行培訓，惟仍

有海外攬才需求，另無形資產評價助理亦具海外攬才需求；而於人才運用方

面，廠商主要面臨的困難包含：專業能力不足(26%)、專業人才數量不足(23%)、

優秀人才容易被其他產業或國家挖角(17%)。此外，根據調查結果，有 58%

業者表示人才不易尋得，有人才不足情形，惟同時亦有 34%業者表示當前產

業人才雖供給有限，但拉長招募時間仍可尋得人才，人才供需狀況尚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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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無形資產評

價師(例：無

形資產評價

師、專利評

價師、商標

評價師、專

利營運主

管) 

從事專利分析、評價，智

慧財產權評價，及擔任溝

通協調或管理職務。 

碩士以上/ 

財 務 金 融 細 學 類

(04121) 

理工農醫相關科系(諸

多不一列舉) 

會計及稅 務細 學類

(04111) 

專 業 法 律 細 學 類

(04212) 

知識及技能至少具備

四項 

5 年以上 難 有 5 

知

識 

1. 財務會計 

2. 智財、法律相關  

3. 理工相關 

4. 技術管理 

技

能 

1. 產業動態分析 

2. 評價技術 

3. 專利價值評估 

4. 評價報告書撰

寫 

無形資產評

價助理 

主要協助專利分析、評價

及協助無形資產評價師

交付工作。 

大專/ 

財 務 金 融 細 學 類

(04121) 

理工農醫相關科系(諸

多不一列舉) 

會計及稅 務細 學類

(04111) 

專 業 法 律 細 學 類

(04212) 

一 般 商 業 細 學 類

(04191) 

知識及技能至少具備

一項 

2 年以下 普通 有 -- 

知

識 

1. 財務會計 

2. 智財、法律相關  

3. 理工相關 

4. 技術管理 

技

能 

1. 產業動態分析 

2. 訴訟案件查詢 

3. 評價報告書撰

寫 

註：(1)上表代碼依據教育部 106 年第 5 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

求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五、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業管機關就其調查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不易辨識新進人員基礎能力。 辦理能力鑑定，提供企業客觀選才及評核人才能力之工具。 

財務報表採公允價值模式認列，須借助評價

支持佐證，惟目前無形資產評價部分缺乏參

考教材資訊，不利相關人才發展。 

設計教材，提供無形資產評價人員參考，以提升知識技能。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http://icap.evta.gov.tw/File/datum/1040800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