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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代表著國家及產業的競爭優勢，因應國際競爭

環境改變，如何成就創新機制以及創新後促成競爭優勢，已成為當前

的重要課題。世界各國均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從事研究，規劃發展前瞻性

科技以維持競爭優勢；各國亦強調智財的相關保護，以吸引本國及外人研發

投資。另外在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中，強化各種智財權的運用與商品化，更

是取得競爭優勢的積極途徑；而培育智財所需的各類專業人才，以及散播智

財相關知識，也是發展國家智財不可或缺的一環。「發明專利產業化」就是

將智財相關聯之「智財創造、智財保護、智財運用、人才培育」充分整合，

特別強化智財的運用與商品化，以因應國際競爭環境，加速推動產業升級與

新興科技產業發展。

韓國李明博總統於 2008 年 7 月 29 日親自主持「第 15 次國家競爭力強化

會議」，以總統高度建構「知識財產強國實現戰略」，希望透過「具體實現尊重

創意性之社會」及「轉換成高附加價值之經濟體系」兩大策略，提高國家競爭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 游啟聰主任

發明專利產業化－－
知識經濟時代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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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而達成躍居全球「知識財產先進強國」之願景。我政府於 2009 年 12

月行政院第 3173 次及 3174 次會議決議推動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包含雲端

運算、智慧電動車、發明專利產業化及智慧綠建築，期以前瞻性產業帶動整體

競爭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發明專利產業化」，因它可說是產業躍升之

基石。

政府已經體認，在產業技術深化研究創新外，加速申請專利發明審查，

以及發明專利商品化應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點。然有效運用並整合國內外研發

資源、修正相關法令規章、定期查緝盜版仿冒、促進智財運用流通仍是必要工

作，這些是成就創新機制、強化國際競爭優勢之必要條件。謹將發明專利產業

化可努力之拙見表達，尚請社會賢達指正。

驅動創新：應從應用出發

三十年來，全球各國在美國主導的智慧財產保護框架下，實非保護自己而

是保護美國人。我們因缺乏智財經營的觀念，包括特殊的行銷與營運機制，因

而無法保護自己。何以如此？世博科技顧問公司周延鵬首席顧問是國內少數幾

位真正的專家，他發現在目前科技政策體制下，研發應用不僅扣不上產業鏈、

價值鏈與供應鏈，也無法扣上技術結構、產品結構與產業聯盟，因為目前對於

產業政策制訂所需要的情報深度不夠，大多不經論證也經不起論證。所有產業

分析最困難的是對新產業或即將成長的產業，指出其產品技術結構如何？可能

的技術藍圖或模擬的技術藍圖為何？目前幾乎都不很清楚。例如，政府要推動

雲端運算產業，但是該產業的產品及技術結構，臺灣能扮演何種角色？若不清

楚，則科技預算就難以合理配置，民間企業也就難以搭此機會轉型升級。

企業重視的是企業的業務支出、收入、毛利率與市占率等，若對於未來產

業的產品及技術結構不明白，企業將無積極參與之信心。但若驅動創新由應用

出發，與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結合，則產業會深入探討其產品技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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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藍圖，企業也就知道如何搭此機會轉型升級。

智財轉化：應重視基本的研發管理技能

科技研發涉及產業有關的應用研究與產品發展，應重視基本的研發管理技

能－－流程、表單、系統，這將影響到之後的智財轉化。研發成果轉化的意義，

就如同在不同國家技術的田地上「圈地」，如果圈的都是不毛之地，自然長不出

好東西。我們不是沒有好的研發成果，而是種在不好的圈地上，好的研發成果

種在不毛之地，自然不會長出好的成果。

政府預算在科技研發執行上，有條件提供一個共享的流程，要各單位在

使用政府預算資源時，應遵守相關的規矩及配套。欠缺這些，就無法談智財轉

化，包括權利化、商業化、產業化過程，以及所涉及智慧財產型態、組合、群

集、區域。

優勢布局：應包含智財的產業分析

以往作產業分析比較難定義一個次產業的產業結構，但從產業分析與基礎

研究的走向，是可以發現臺灣缺少什麼。例如，IEK 在研究發光二極體 LED 的

次產業結構時，發現 LED 設備端為臺灣可投入的項目，也發現跨國企業正利用

臺灣的資本財，進行 LED 照明通路的布局。臺灣資本財相關企業目前尚有百分

之二十幾毛利，爾後可能將步電腦產業的後塵，進入毛利率保五保四的困境。

一個包含智財的產業分析，也可以支撐兩岸的合作互惠。例如，兩岸要推

LED 標準，到底是國家標準或事實基礎的技術標準？如果把飛利浦 LED 資源配

置還原，可以發現飛利浦將 LED 下游作為研發重點而不是上游，它做照明人因

工程，搭配軟體、情境、環境、生理與心理因素研究，包含建築照明、舞台照

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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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析本身須建構一套蒐集事實、客觀呈現、有正確性的態度與作法，

然因個人經驗看法不同，分析結果會不一樣。一個包含智財的產業分析政府專

案計畫，原則上資訊的蒐集分析，尚不需產業界參與，產出結果可分成幾個階

層，作不同的服務：有些提供政府，有些提供產業，有些提供國內專利事務

所，但須建立資訊有償機制。若有此資料庫，則產業可依個別企業需要加值運

用，找出研發重點；國內專利事務所可運用此資料庫，協助發明專利申請者做

申請前之篩選與過濾，減少不必要之申請案件；政府科專計畫之執行者更可用

於研發方向之找尋，減少不必要研發與發明專利申請，也可提供客觀資訊給科

專計畫之審查委員做為審查參考。

服務加值：建構專利加值服務產業之基礎建設

政府施政首重「資源分配」與「環境建構」，做好「資源分配」則資源會用

於當用之處，人民可無憂慮；做好「環境建構」則將完備成為一個先進國家所

需之基礎建設，人民可在良好的基礎上參與競爭。政府運用專案計畫建構一個

包含智財的產業分析資料庫，就是在建構發明專利產業化基礎建設。此基礎建

設可協助國人運用智慧財權建立新創事業，重視研究發展與經濟的結合；推動

大學、研究機構透過「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創新事業」協助產業發展，

這些活動正是培育我國「建置專利加值服務產業」最好的推手。

一件完整的專利應儘可能以不同獨立項覆蓋於產業鏈不同的區塊，所以

整個專利獨立項之產業覆蓋性應是非常高。但中小企業因受限於公司資源、規

模，其專利大都僅覆蓋自己的產品，並未對產業做更多的模擬與再檢索，若有

好的基礎建設可供產業使用，則中小企業將可較不受限於公司資源與規模。建

構良好的專利服務基礎建設，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經濟而言，將能提供

更多的創新發展動能，也才符合政府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