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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訪團行程中，主要目的為向日本觀摩學習，瞭解日本發明專利產業化作法，

作為我國推動專利產業化之參考。具體研修內容包括： 

1. 赴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進行｢研修行程及研修內容之說明」 

2. 赴日刊工業新聞社向山本佳世子氏 博士暨論說委員、編集局科學技術部編輯委員

進行｢產學官共同合作相關說明」 

3. 赴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INPIT)訪問，向 INPIT促進部顧問 adviser

及 IP Producer 請益 INPIT 智財活用事業化。 

4. 赴金正產業會(KINSEI SANGYO CO.,LTD)訪問，學習日本中小企業如何活用智慧財

產，於早期導入核心專利(essential patent)布局策略，以確保在特定領域的技術

發展優勢，促使公司在經營上利用專利技術取得競爭力，過程中雙方亦交換經驗心

得 

5. 赴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 向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 石井康之氏 請益｢東京

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的成立與知的財產部的組成」，同時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專門

職大學院的｢智財評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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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依據行政院 98 年 12 月 3 日第 3173 次會議及 98 年 12 月 10 日第 3174 次會議之 

院長提示：為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及帶動整體的競爭力，政府加速推動六大新興產業

外，再積極規劃新增四項前瞻性新興智慧型產業計畫。其中「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

就是希望發揮及運用我國充沛之創新發明能量，推升國家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爰此經濟部特訂定「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並經 99 年 9 月 9 日行政院

第 3212 次會議核定在案，整合國科會、農委會及經濟部等政府相關專案計畫資源，

提供發明專利商品化所需要之服務與輔導，落實創新能量於新商品或產業，強化我

國產業之創新競爭力。 

行政院「經濟景氣因應策略小組」第 3 次會議指示，針對個人國內外發明展

得獎作品，以及學校創新發明成果，協助其發明專利產業化。 

總統府財經會報第 19 次會議決議，主席裁示摘要略以：台日產業合作搭橋，

不但可以增加投資機會，透過官方與民間的相互合作，亦可成為經建會招商的一

環，非常值得推動。請行政院尹政務委員督導、統籌有關機關，成立「台日搭橋專

案」，全力促成台日產業合作。  

本計畫依據「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針對「建置專利加值輔導顧問中心」

及「強化 TWTM 服務功能」等措施，推動專家顧問諮詢訪視、專利技術加值、營運

計畫書或驗證等服務工作，以促成研發成果授權及讓與交易之產業化目標。本次赴

日主要為研習日本相關單位的作法，有助於瞭解日方的運作模式，將可作為我國推

動專利技術交易與商品化之借鏡，並進一步促進台日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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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研研研修修修修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10 月 14 日

(日) 

(日本航空)  (去程)松山機場→羽田機場 

10 月 15 日

(一) 

10:00-12:30 

赴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進行｢研修行程及研修內容之說明」 

14:00-16:30 

赴日刊工業新聞社向山本佳世子氏 博士暨論說委員、編集局科學技術部

編輯委員進行｢產學官共同合作相關說明」 

10 月 16 日

(二) 

10:00-12:30 

赴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INPIT)訪問 

14:00-16:30 

於 INPIT 向促進部顧問 adviser 及 IP Producer 請益 INPIT 智財活用事

業化 

10 月 17 日

(三) 

9:30-11:20 

搭新幹線由東京前往群馬縣高崎市 

11:30-16:30 

赴金正產業會(KINSEI SANGYO CO.,LTD)訪問，學習企業如何活用智慧財

產，雙方進行意見交換 

10 月 18 日

(四) 

10:00-11:30 

赴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 向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 石井康之氏 請

益｢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的成立與知的財產部的組成」 

13:00-16:30 

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的｢智財評價課程」 

10 月 19 日

(五) 

10:00-12:30 

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的｢校內智財課程摘要說明」 

14:00〜 

參加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辦理之｢研修的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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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研研研修修修修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本次訪團行程中，團員包含：工業局電資組周崇斌代理副組長、工業局知服組

何維敦技正、智慧局國企組何燦成專門委員等人，於 10 月 14 日至 19 日一起赴日研

習，主要目的為向日本觀摩學習，瞭解日本發明專利產業化作法，作為我國推動專利

產業化之參考，本次安排拜訪單位及會議說明如下： 

研習行程一研習行程一研習行程一研習行程一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二、地點：財團法人 經濟產業調查會 

三、講師：佐藤博司專務理事、佐藤修一 部長、修山芳則業務部長、吉澤信課長、中

澤哲也業務課主任 

四、研習主題：研修行程及研修內容之說明 

五、內容摘要： 

(一)日本智慧財產體系(如圖一所示)，包含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相當我國國科會）、

經濟產業省（相當我國經濟部）與文部科學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等三大部會，

各自致力於推動國家前瞻研發、高等教育體系與產業界之研發創新與智慧財產

創造。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為特許廳（相當於我國的智慧財產局），專司日本工

業所有權(專利及商標)業務，並主管日本政府智慧財產相關政府專案，透過專

案委託外圍法人機構方式，連結官方與民間組織力量，共同推動智慧財產政策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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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慧財產相關機構圖日本智慧財產相關機構圖日本智慧財產相關機構圖日本智慧財產相關機構圖    

(二)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自 1993 年起設立迄今已有 15 年歷史，主要承辦有關

經濟、產業政策及統計計畫、尖端科技方面之研習，而有關智慧財產權方面之

業務係於 2004 開始承辦，非為業界營利性團體，主要接受經產省（經濟部）委

託，分為會員事業、受託事業、宣傳（廣報）事業及出版物等四個部門。會員

事業部門約於 10 年前，始成立所謂”知的財產權情報”（智慧財產權資訊）會

員制度，免費招待會員參與研討會、見學及考察、享有智慧財產權刊物折扣等

優惠；受託事業部門主要接受經濟產業關係之各個團體機關委託，進行調查並

為必要之研究報告，包括機關誌、社史等出版；宣傳事業部門主要舉辦說明會、

講演會、研討會及有關經濟產業相關諮詢業務等，其他則多屬於經濟政策或產

業動向有關之議題；出版物部門負責發行刊物，其中”特許”（專利新聞）日

刊是目前全國（日本）僅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日刊，另發行經濟產業公報，刊

登政府或智慧財產權相關書籍，及各式經濟產業統計及機械統計月報等多項月

刊，自 2000 年開始出版智慧財產權相關書籍，一年約 5、6次左右。 

(三)本次研修行程內容包含 

1.從日刊工業新聞社媒體資訊，了解日本產、官、學界最新的智財資訊與共同

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 
(TW: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財)工業所有權電子情報化

中心 

(財)日本特許情報機構

JAPIO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省 
(TW: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內閣府內閣府內閣府內閣府 
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綜合科學技術會議 

(TW: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專利廳 
(TW:經濟部智財局經濟部智財局經濟部智財局經濟部智財局) 

((((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    

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    

INPITINPITINPITINPIT    

(財)工業所有權協力中心 

(社)日本食品專利中心 

(社)日本國際知財保護

協會 

(社)日本設計保護協會 

(社)發明協會 J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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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項 

2.拜訪獨立行政法人 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INPIT)，研習專利流通

adviser 及 IP producer 實際運作模式，以及智財活用推動模式。 

3.參訪廠商-KINSEI SANGYO CO.,LTD(金正產業株式会社)，觀摩企業專利產業

化實際案例 

4.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 MIP 課程，瞭解該校之智財及評價課程內

容。講師均很專業，建議多提問，可協助議題後續追蹤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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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行程二研習行程二研習行程二研習行程二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二、地點：日刊工業新聞社 

三、講師：山本佳世子博士(學術) 論說委員 編輯局科學技術部編輯委員 

四、研習主題：產學官共同合作相關說明 

五、內容摘要： 

(一)日刊工業新聞社背景簡介 

日刊工業新聞為純民間發行之報社，當初成立之目的是支援產業發展，提

供各界有關產業資訊，其讀者包括各產業公司、產業團體、政府機關、地方自

治團體及各大學等。該報紙原只發行紙本，自 2012 年 4 月起發行電子報，其報

紙 1 份為 150 至 180 元日幣，通常月訂戶每月 4500 元日幣。日刊工業新聞社為

從事相關報導，其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特許廳等政府機關及大學機構等關係密

切，但未接受政府補助。 

(二)產學合作報導的重要性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資訊的流通扮演重要功能，可以讓不同產業的發展吸

收異業資訊，進而相結合，以助產業發展，山本佳世子講師是負責有關日本境

內產學合作相關新聞之專欄，該專欄目前每周發行 1 次，其資料來源由各記者

採訪各大學、產業及經產省等政府機關，透過採訪報導，將最新科技的研發資

訊廣為散布，讓更多公司及大學機構知道，有利提升研發。 

有關產學合作報導之案例，例如「大學活用法，企業的產學合作戰略」專

題，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止已報導 21 集，現仍持續報導中，該專題係報導企

業如何結合各大學的研發資源，協助企業進行專利研發與布局。以第 21 集為

例，係報導日本東芝公司運用在歐洲、美國及中國大陸之大學及研究機構，進

行約 200 件產學合作的共同研發，以持續掌握先端技術研發。 

(三)產學合作報導回顧與分析 

講師觀察有關產學合作報導，分析 2003 年至 2008 年共計 1761 件新聞，其

與日本於 2002 年「智慧財產戰略會議」頒布「智慧財產戰略大綱」明確宣示以

「智慧財產立國」為目標後，關係非常密切。日本自 1998 年頒佈 TLO 法後，技

術移轉機構在日本政府扶植下陸續成立，截至 2011 年 4 月，經官方認可的 T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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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 42 家，促進日本智慧財產之流通及交易；於 2003 年完成「智慧財產基本

法」之制定，強化對創造智慧財產、加強保護智慧財產、善用智慧財產及培育

人才等推動，並運用技術移轉顧問加速技術移轉的推展；2004 年更制定了國立

大學法人化之法規，取消境外實施的限制，落實日本國有研發成果下放，加速

學術單位研發能量釋放於產業界，促進大學研發成果的產業化、事業化與新創

事業的成立。 

2003 年至 2008 年共計 1761 件新聞，其中以報導數量順序，分別為教育、

創業、共同研究、產學合作協議、技術移轉、發明及國際報導分析，其中自 2006

年起技術移轉、發明之報導明顯增加，其與當時政府推動產學合作的政策有關，

例如自 2005 年起文部省推動第 3 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另有產學合作中核人才

育成事業、產學合作實踐人材育成事業等，其成效於 2006 年開始展現，因應企

業需要增加，所以相關報導也增加。 

(四)課堂蒐集相關資訊 

由於專利申請費用高，雖隸屬於文科省的 JST(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有補助日本境內各大學研發之技術，申請國外專利權，但

統計至目前為止各大學研發之技術，申請國外專利權的數量不多。 

統計資料顯示媒體報導，創業育成事件多於智財技轉事件，因創業育成報

導較多屬於公領域議題，而智財技轉較多屬於私領域議題，基於市場需求導向，

媒體報導重創業育成而輕智財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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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一照 片 一照 片 一照 片 一 、、、、 經 濟 產 業 調 查 會 向 研 修 團 員 說 明 本 次 行 程 及 研 修 內 容 後 合 影經 濟 產 業 調 查 會 向 研 修 團 員 說 明 本 次 行 程 及 研 修 內 容 後 合 影經 濟 產 業 調 查 會 向 研 修 團 員 說 明 本 次 行 程 及 研 修 內 容 後 合 影經 濟 產 業 調 查 會 向 研 修 團 員 說 明 本 次 行 程 及 研 修 內 容 後 合 影    

 

 

照 片 二照 片 二照 片 二照 片 二 、、、、 研 修 團 員 與 翻 譯 人 員 針 對 本 次 研 修 內 容 進 行 討 論 及 意 見研 修 團 員 與 翻 譯 人 員 針 對 本 次 研 修 內 容 進 行 討 論 及 意 見研 修 團 員 與 翻 譯 人 員 針 對 本 次 研 修 內 容 進 行 討 論 及 意 見研 修 團 員 與 翻 譯 人 員 針 對 本 次 研 修 內 容 進 行 討 論 及 意 見 交 換交 換交 換交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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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行程三研習行程三研習行程三研習行程三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16 日 

二、地點：獨立行政法人 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INPIT) 

三、講師：森山啟 活用促進部長代理(調整擔當)、渡邊裕二 統括知的財產 producer

醫學博士、金崎雄三郎統括廣域大學知的財產顧問、平尾正樹總務部長代

理(總括擔當) 

四、研習主題：INPIT 智財活用事業化 

五、內容摘要： 

(一) INPIT 沿革簡介 

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之前身，最早是起源於 1884 年日本特

許廳內設之圖書館，於 1894 年改稱為「萬國工業所有權資料館」；1958 年特許

廳另設「工業所有權研修所」辦理專利商標相關資訊服務業務；1997「萬國工

業所有權資料館改稱為「工業所有權總和情報館」，2001 年日本政府將前述 2

個單位予以合併，獨立於特許廳業務之外，成立「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總

和情報館」辦理專利商標公報閱覽、審查及審判資料之整備、諮詢及促進專利

流通業務；於 2004 年擴及辦理「專利電子圖書館」(IPDL)、專利商標的研修、

人才培育等業務，組織並改稱為「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也就

是現在的組織。 

INPIT 的成立，是在日本政府推動「去任務化」、「法人化」的政策下，基

於國民需要、社會需求，考量政府機關原先之任務如交由民間執行並不適當，

而就達成任務之效益，提升對民眾服務品質，改由獨立行政法人執行較為適當

者，所以才將原由特許廳所辦理之公報、專利商標資訊服務、人才培育及促進

專利流通業務等，改由獨立行政法人 INPIT 執行。日本目前有 102 個獨立行政

法人。 

INPIT 辦理促進專利流通業務，在強化提供產業所需的智慧財產服務，並

受日本特許廳委託執行專利流通顧問派遣計畫與專利流通顧問的培訓，為日本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推動上重要的機構。 

(二)INPIT 組織簡介 

INPIT 的組織置理事長 1人、理事 1人、監事 2人，下設總務部、情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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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部、活用促進部、情報管理部、諮詢部、研修部及人才育成部等 7 個部門，

主要辦理公報、審查審判資料整備、諮詢及促進專利流通運用等 4 大業務。 

INPIT 的組織人員可分為正式人員及約聘人員，至 2012 年 8 月正式人員有

88 人，約聘人員有 43 人，共 145 人，派遣人員 14 人，正式人員 88 人中有 86

人來自特許廳，其係以留職停薪方式，保留其公務員資格，約 2 至 3 年就會由

INPIT 回到特許廳工作，在 INPIT 期間其是不具公務員身份。 

(三)INPIT 業務與預算概況 

INPIT 業務之推動係依日本行政法人法之規定，須以 5 年為 1 期進行規劃，

其預算也是 1 次 5 年編足，因此其預算運用較有彈性，與民間進行採購可以簽

訂長期契約，也較有效率，民間可也以享有相當折扣，對政府與民間二者都很

有效益。 

INPIT 業務推動所需之經費都是來自特許廳，預算規模在第 2期每年預算

在 128 億至 143 億日幣，較第 1 期增加近 50%，是因為第 2期從事許多資訊基

礎設備的建置等重大投資，在第3期(2011至2015年)第1年及第2年約為97.37

億及 96.38 億日幣。基於係以 5 年為 1 期之計畫，在每個 5 年計畫的前一年就

必須依法提出其規劃，所以在進行規劃時要考慮未來的社會需要，並與特許廳

保持良好的互動。 

INPIT 業務推動的成效，是由外聘純民間專業人士 4人(大學教授 2人、中

小企業代表 1 人、弁理士 1 人)所組成之評鑑委員進行評鑑，對一般職員工作績

效的達成，具有相當的壓力，因為職員的薪資不變，但是理事薪資會因績效高

低而調整，而實際上理事也會適度的與同仁分享，內部會有相關的提案獎金的

激勵機制。 

依據獨立行政法人法規定，INPIT 必須每年進行評鑑，實際每年評鑑的結

果，於第 1期 5年計畫的評鑑多為 A，於第 2 期的評鑑多為 B，研習過程中，平

尾正樹總務部長代理表示在 INPIT 成立初期，成效較為顯著，外界多表肯定，

進入第 2 期之後，任務之效果並不較第 1 期顯著，而委員對於 INPIT 之工作績

效認為尚待予以加強之處較多，故評鑑多為 B。由此可見，INPIT 的運作因為外

部評鑑機制，促使其業務執行非常戰戰兢兢。 

(四)INPIT 辦理智財活用業務概況 

INPIT 辦理智財活用業務可分為 4大工作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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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大學及研究機構進行智財流通戰略的擬定： 

透過派遣智財專家顧問，讓公部門所投入之資源之研發成果，結合大學、

公立研究機構與企業，擬定產業化的 IP 策略。 

2.擴大大學間研發技術合作的 IP 戰略： 

透過派遣智財專家顧問，強化各大學間進行研發技術合作，建立大學資

訊網絡系統，可以讓大學間掌握已發展之技術，並透過專家協助其擬定並進

行專利產業化等智財活用策略。目前有 8 位專家協助 9 個大學的研發資訊網

絡。 

3.協助日本企業擬定與進行海外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策略： 

透過專家諮詢，幫助企業瞭解海外相關 IP 制度與法令，協助其進行申請

海外專利，對於仿冒品之處理與海外技術移轉等。 

4.強化智慧財產活用資訊的基礎環境整備： 

建立專利流通資料庫並予開放，便利企業進行技術交易，並辦理相關研

討會及教育宣導，促進資訊的流通與人才擴散。專利流通資料庫自 1997 年建

立，至 2010 年共持續 14 年，媒合中小企業技轉達 14,699 件，因派遣顧問

10 多年支援地方單位之資源網絡已建立，故於 2010 年 INPIT 廢止智慧財產

流通顧問派遣業務，並將專利流通資料庫開放民間使用。此為 INPIT 考量透

過智慧財產流通顧問派遣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而有資料庫的維運可達功能，

故適時變更調整更適當之計畫任務。 

(五)IP 專家派遣業務專題研究 

此專題係由負責專家派遣事業之渡邊裕二進行講解，其說明派遣之專家

係經招募在民間已有 IP 實務經驗者，其工作之任務在協助大學或研究機構提

升其研發技術進行產業化過程之 IP 知能之支援。在以下不同階段，建立相關

的 IP 戰略與產業化策略： 

1.研發初期：運用專利地圖，瞭解大學研究機構擬從事研發技術的現況，釐清

其技術強弱及可能技術的發展方向，並給予建立 IP 戰略的建議，協助研究

機構建立自我內部 IP 制度及實際操作 

2.研發推進期：重點在構築 IP 牆，包括就研發技術進行篩選，選擇必要者申

請專利，並建立完整的專利保護網，針對產業化進行授權利用之契約擬定，

以及未來進一步研發戰略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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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發終期：在管理整個過程中所獲的 IP 成果與資訊，進行資訊分享，並適

時予以活用，協助其活用策略的擬定與調整。 

2008-2010 年試辦 IP producer 支援大學 IP 核心研發成果產業化，以強

化 IP 的國際競爭力。2011 年起，擴大辦理以計畫方式委託發明推進協會，

雇用 18 位 IP producer 至日本共 20 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 network 專家派遣

任務。 

IP producer 以派駐當地具技術背景之退休人員為主，由 INPIT 委由社

團法人發明推進協會執行，IP producer 與發明推進協會簽訂保密協定，由

發明促進協會視計畫需要與 IP producer 簽訂兼任或專任合約，年薪約為 900

萬日幣，於年底提報計畫追蹤成果與研發計畫的成果，做為績效考核。 

2004 年日本推動國立大學法人化後，各大學開始積極推動 IP 戰略。其

有２個措施，一為文科省編列大型預算補助日本前 30 名學校進行 IP 推廣，

一為經產省下的特許廳編列「廣域大學知的財產計畫」，聘用企業界具有 IP

專業的人才，派遣至大學進行顧問工作，原則上一家大學輔導 3 年，截至 2010

年止有 60 家學校參與顧問輔導，2011 年起，日本國內有 7-8 家大學進行 IP

推廣的 network。 

「廣域大學知的財產計畫」是以網絡中的某一學校為主幹，派遣的顧問

則先到網絡中各校進行觀察與輔導，找出共同的課題，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進而促進大學間的合作研發。目前有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及私立大學共 74

校參加此「廣域大學知的財產計畫」。分布區域從北海道、東北到近畿地區，

領域別從醫學、美術到教育，非常多元兼具跨技術領域研發。 

「廣域大學知的財產計畫」所派遣的專家顧問，重點在對未建立 IP 管理

體制者，協助其建立組織、規定與培育人才，對於已有 IP 管理體制者，重新

檢視其運作機制，協助其增進產學合作。 

(六)經驗交換與分享 

1.IP producer 派遣專家所建立之內部 IP 管理分低、中、高三級，低至中級

的管理系統，初期由政府制訂 guideline，由各企業自行發展內部智權管理

系統，此一系統類似工業局推行的 TIPS，而中至高階的管理系統目前尚在

發展中。 

2.JST 協助日本先進大學進行產學合作，提供人才協助產學進行專利佈局，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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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大學建立產業合作，以及於授權國外前，調查海外市場及協助國外簽署

IP 的工作。 

3.面對國際上 IP 的競爭，由日本先進大學進行技術研發，向特許廳申請專利

權，另外運用專利優先權之機制，可以申請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專利申請案，確保經由產學合作研發之技術，可以在量產銷售至中國大陸或

美國時，享有專利權的保護。 

4.IP producer 因為係屬各該技術領域之資深專家，對於 IP 策略不足者，會

給予具體建議與作法，例如建立大學內部之管理制度，運用專利地圖明確研

發主題，多人參與的資訊分享與保密措施，以作好營業秘密之保護，及整理

合約條款，減少可能的風險，有助未來產業化。 

5.針對各個學校權利分散造成無法活用，IP producer 會建議透過雙方適當協

議，以促使技術得以活用。由於目前 20 個網絡學校各自面對的問題不同，

要配合當地的需要而決定適當的建議與措施，就顯得非常重要。 

6.如何呈現 IP producer 的績效，並非以其產出多少件專利為標準，而係以該

學校網絡原定計畫所研發之技術，相關 IP 策略與應用是否已獲得有效之支

援，看似無明確的標準，卻是很符合實際的作法。 

7.日本大學中具有類似東京大學具有良好 IP 管理體制者仍少，一般來說鮮少

考慮全球專利布局的議題，而且大學只負責研發，對日後產業化之應用不

足，所以「廣域大學知的財產計畫」的目的在補足此一缺點，希望將大學將

研究成果可以回饋社會，產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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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研修團員與森山啟部研修團員與森山啟部研修團員與森山啟部研修團員與森山啟部長於長於長於長於 INPITINPITINPITINPIT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照片四照片四照片四照片四、、、、研修團員於研修團員於研修團員於研修團員於 INPITINPITINPITINPIT 研修後研修後研修後研修後，，，，與講師們拍照留念與講師們拍照留念與講師們拍照留念與講師們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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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行程四研習行程四研習行程四研習行程四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17 日 

二、地點：KINSEI SANGYO CO.,LTD(金正產業株式会社) 

三、講師：金子正元代表取締役、常務取締役 開發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總務部松本

敏夫部長 

四、講授主題：企業如何活用智慧財產 

五、內容摘要： 

(一)公司背景 

日本政府對於企業運用智財管理有具體實績成效者，以「知財功勞獎」辦理

表揚，此次參訪之企業為平成 24 年度(2012 年)獲得獎者之「金正產業株式会社」

(以下簡稱金正公司)該公司並列入「企業の知財活用事例」。 

金正公司成立於 1967 年，位於日本群馬縣高崎市矢中町，資本額 5000 萬日

幣，現有員工 80 人，創立金正公司者為金子正元社長。 

金正公司是從事產業廢棄物處理再利用之設備製造公司，係將燃燒廢棄物過

程中所產生的熱能源轉換，將能源有效率的運用，43 年以來該廢棄物處理設備已

經行銷日本、中國及台灣等超過 2000 台。其處理之廢棄物包括廢木材、一般工

廠雜物、醫療廢棄物、豆腐渣等。 

(二)專利技術概況 

金正公司的專利技術是將燃燒廢棄物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源轉換，將能源有

效率的運用，其技術內容可從其向我國申請發明專利之資訊中查知。經查詢金正

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國申請發明專利計有 5件，均為其廢棄物處理技術，包括

廢棄物之乾餾氣體化燒卻處理裝置及廢棄物之乾餾氣化焚化處理方法，有物品專

利及方法專利，就以專利來保護其技術而言，已屬完整。其詳細之獲准專利內容

如下： 

序號 專利編號 
 

公告/公開日 申請號  專利名稱 

1 315403 1997/09/11 084106434 廢棄物之乾餾氣體化燒卻處理裝置 

2 284839  1996/09/01 084109533 廢棄物之乾餾氣化焚化處理方法 

3 212223  1993/09/01 082102668 廢棄物之乾餾氣化用焚化處理裝置 

4 182021  1992/04/11 080109712 廢棄物之乾餾氣化焚燒處理裝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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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2022  1992/04/11 080109711 廢棄物之乾餾氣化焚燒處理裝置(二) 

以第 315403 號「廢棄物之乾餾氣體化燒卻處理裝置」發明專利為例，其專

利之摘要如下： 

1.一種廢棄物之乾餾氣體化燒處理裝置，係具備：氣體化爐，其可收藏廢棄物，

同時並可使該廢棄物之一部分燃燒，而藉該燃燒熱乾餾該廢棄物之未乾餾部

份而產生可燃性氣體； 

2.第 1點火裝置，其係設於該氣體化爐的下部，且具有一為使該廢棄物之一部

份燃燒而朝該廢棄物以預定時間供給燃燒焰，將該廢棄物點火之點火噴嘴；

燃燒爐，係用以將自前述氣體化爐經由氣體通路而導入之可燃性氣體燃燒

者； 

3.第 2點火裝置，在導入該燃燒爐之可燃性氣體的燃燒溫度達到可自燃之溫度

前，用以朝該可燃性氣體供給燃燒焰而將該可燃性氣體點火者；氣體燃燒溫

度檢測裝置，係用以檢測出該燃燒爐中之前述可燃性氣體的燃燒溫度者；氧

氣供給裝置，係於前述燃燒爐中之可燃性氣體開始自燃後，對前述氣體化爐

調整氧氣供給量同時並對該氣體化爐供給前述廢棄物之一部份燃燒及未乾

餾部之乾餾所須的氧氣，俾使前述氣體燃燒溫度檢測裝置所檢測出之該可燃

性氣體的燃燒溫度大略維持一定； 

4.其特徵在於：並具備一點火控制裝置，俟前述點火噴嘴停止對前述廢棄物供

給燃燒焰後，當前述氣體燃燒溫度檢測裝置所檢測出之前述燃燒爐內的可燃

性氣體的燃燒溫度於預定時間內達到可自燃的溫度時，即判定前述廢棄物已

點火，而當該點火之判定未形成時，即控制前述第１點火裝置，俾使前述點

火噴嘴再度對前述廢棄物進行燃燒焰之供給。 

前述之專利內容非常專業，茲以金正產業公司之簡報輔助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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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正公司之專利策略 

金正公司在取得其廢棄物處理技術之專利後，更積極做好相關技術保護之專

利布局，包括其乾餾裝置之控制及相關之應用技術，均不斷申請專利保護，至今

已向日本特許廳申請專利計 39 件，完整保護其技術，金正公司因為做好專利布

局，穩固其業務經營，在訪談中瞭解，在日本國內共有 3家公司從事類似之廢棄

物處理技術，除金正公司外，其餘 2家均取得金正公司之專利授權。茲將金正公

司之專利布局圖示如下： 

 

(四)參訪過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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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社長於拜訪的介紹詞說明中，對目前產業的發展表達許多的感慨，因為

工作愈來愈困難，很多次都想不要再工作了，但是去國外考察參訪後，發現雖然

事事不如人意，經濟很不景氣，但是像美國總統歐巴馬或是日本首相等大家還是

努力在做，所以自己不斷勉勵自己，還是要努力踏實的去做，不斷的做，總是會

有多多少少的效果，而且對社會有所幫助。對一個企業而言，就是要讓顧客滿意，

很幸運的，金正企業的業務讓許多的顧客感覺很滿意。 

金子社長對目前社會的變遷所發生的一些現象，例如目前社會上資訊取得很

方便，所以感覺年輕人都不太認真念書，在學校期間未能將學理仔細理解，進入

社會職場工作，就面臨所學不足，而日後在公司工作也不長久，要一個年輕人在

一個公司長久的工作變得很不容易，要讓年輕人自己有使命感，對社會有責任感

是一件重要的事。金子社長勉勵其員工努力去做會有更多人來鼓勵，混的話也只

有混的人來陪你。 

金子社長說明公司創業時以原製造電器為主，當時日本尚無廢棄物處理產

業，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從廢棄物回收能源再利用的觀念才慢慢興盛，有客戶建

議金子社長可朝此產業發展，金子正元社長開始做實驗發展此技術，但做不到客

戶需求，經多次實驗摸索後，發現要回到燃燒的基本原理來思考，燃燒為化學變

化，所以想改善燃燒效率，也需改善其化學反應，有機物不會自己燃燒。是從熱

分解開始，火災並不是一種效率好的燃燒，效率好的燃燒是爆炸，但爆炸太危險

了，所以從熱分解著手改善燃燒效率，而設計出新產品，開發出汽化裝置，從摸

索、開發到設計出分離氣化、燃燒之自動化設備。 

後來客戶建議此一技術可以申請專利，而且幸運的找到一位非常優秀弁理士

協助將此技術申請專利，由於該弁理士為此一技術做好妥善完整專利布局，使該

公司能夠持續穩健的發展。特許廳的人曾來訪問該公司，非常驚訝此一小公司竟

能開發如此的技術，且有完善的專利布局。 

該公司依據市場需求，適時在全球各地申請專利保護，以台灣為例，在 1992

年~1997 年之間要在台灣技轉授權，所以有申請台灣專利，目前雖有新技術升級，

惟尚無掌握台灣廠商需求，所以目前並沒有繼續申請台灣專利，參訪過程中，瞭

解該公司已有部份關鍵專利權已到期，其表示因為持續有布局周邊技術專利，不

擔心其他廠商實施，本團一行人則建議該公司應該再評估其專利申請策略與全球

布局。 

有關該公司技術研發，其與當地群馬大學有產學合作計畫，金子部長還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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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進修，充分善用學校資源。金正公司並未自己建立專利資料庫，而是運用外部

專利事務所協助專利布局，並建置專利資訊庫，是該公司活用專利技術的基礎。 

(五)金正公司專利產業化成果摘要 

金正公司之年營收約 15 億日幣，主要來在於其廢棄物處理之設備與技術，

其專利之授權金約僅占 1%，在日本國內類似之廢棄物處理共有 3家公司，除金正

公司，其餘 2家之技術來源是取得金正公司之授權。 

金正公司上下游相關企業約有 30 家，相關從業人員約 600 人。其廢棄物處

理之設備與技術，主要是針對約 30 噸以下中規模廢棄物處理，尤其是對醫療等

特定廢棄物處理， 

高崎市對國內專利申請有補助，群馬縣對國外專利申請有補助，發明協會與

商工會有免費諮詢，此等對金正公司亦有助益。 

 

照片五照片五照片五照片五、、、、研修團員赴研修團員赴研修團員赴研修團員赴 KINSEIKINSEIKINSEIKINSEI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會後與金子正元代表取締役會後與金子正元代表取締役會後與金子正元代表取締役會後與金子正元代表取締役、、、、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總務部松本敏夫部長等人合照留念總務部松本敏夫部長等人合照留念總務部松本敏夫部長等人合照留念總務部松本敏夫部長等人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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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照片六照片六照片六、、、、KINSEIKINSEIKINSEIKINSEI 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常務取締役    開發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向研修團員介紹公司研發之開發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向研修團員介紹公司研發之開發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向研修團員介紹公司研發之開發企劃部金子啟一部長向研修團員介紹公司研發之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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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行程五研習行程五研習行程五研習行程五    

一、時間：101 年 10 月 18 日~19 日上午 

二、地點：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財團法人 經濟產業調查會 

三、講     師：知的財產戰略專攻教授 石井康之氏教授 

四、講授主題：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的成立與知的財產部的組成 

智財評價課程 

東京理科大學專門職大學院校內智財課程摘要說明 

五、內容摘要： 

(一)智財評價課程實習 

10 月 18 日下午實際觀摩石井教授講授的上課方式，其課程前半段是先介紹

無形資產評價理論，講解公司資產的內容分類，並進行有關評價程序的實例講解

示範，後半段以實際上網找尋日本 CANON 公司財務報表，並就會計報表內容進行

評價實作，學員必須於課堂完成，並確認完全瞭解。 

(二)日本智財評價制度運作實務 

日本於 2002 年頒布「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明確宣示以「智慧財產立國」

為目標，但美國早在 1980 年通過拜杜法案後，即由政府陸續成立國家技術移轉

中心(NTTC)、聯邦實驗室技術移轉聯盟(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for 

Technology Transfer)，及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等，促進大學及聯邦實驗室研發

成果之智慧財產權行銷推廣，目前日本政府希望能趕上美國。 

1.日本還沒有評價師的制度，石井康之氏教授個人認為，IP 評價方法還沒有

太多人理解，日本會計師也有少數人有做 IP 評價。日本尚無 IP 評價制度，

目前尚須推廣，在訴訟侵權案件中涉及專利商標的評價，是由日本弁理士辦

理，日本弁理士協會有成立評價中心，法院遇有具體案例，目前委由該中心

進行評價。 

2.日本政府為了促進 IP 之應用，之前有以政府政策投資的日本開發銀行，辦

理 IP 抵押貸款融資，其類型包括商標、著作、專利等 IP 的融資貸款個案，

其中以專利較多，其自 1995 年至 2007 年 12 年期間辦理 300 件約 180 億日

幣之抵押融資貸款。其中有產生呆帳的案例。 

3. 2007 年起民間銀行接手 IP 融資貸款業務，但 IP 擔保力不足，評價評的不

是 IP 是鑑價其現金流，IP 融資權利人自己覺得 IP 很重要，會想要清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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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目前僅剩部分銀行在做，主要融資對象為新創事業且有賺錢的公司，針

對會有呆帳的公司或風險較大的案子，一般銀行較不願意承接。 

4.目前大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有針對專利買賣、授權、併購為標的之專利資

產進行評價，目前東京理科大學針對會計師開班的評價課程2學分授課22.5

小時，惟目前尚未達到專利師的程度。 

5.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智財戰略計畫雖有列出 IP 評價的基準與方法，但日本幾

乎沒有辦理評價的人才培訓，至於評價資料庫，日本有部分蒐集專利權稅率

的研究，但斷斷續續的，並不完整。 

6.非專利實施實體 (Non-Practicing Entity，NPE)在進行購買時，勢必經過

評價程序，但是因為未有評價資料庫，日本企業很少談及 NPE，日本面對美

國 NPE 的問題，大多以和解方式處理，所以目前對 NPE 在日本的情況並不清

楚。 

(三)實際案例經驗分享 

1. Minolta 與 Honey Well 的訴訟案： 

1990 年以前日本對 IP 尚無深刻認知，IP 觀念的興起始於 1992 年 Minolta

與 Honey Well 在美國訴訟案，使日本企業付出 140 億日圓元的賠償金、170

億日圓的和解金，以及 40 億日圓的訴訟費。此一訴訟案，使的日本企業認知

到 IP 為企業存亡之道，而 IP 管理人才顯得更為重要，須具備 IP 制度與法律、

IP 行銷與經營、技術分析能力等相關專業知識，以及宏觀的世界觀，才能瞭

解國際動向。 

2. Panasonic(松下)公司與 Just system(德島)的訴訟案： 

2000 年 Panasonic (資產 7兆日幣)控訴 Just system (年營業額 200 億日幣)

的日文輸入系統侵權，一審 Panasonic 勝訴，但因 Panasonic 有銷售筆電產

品，而欲買 Panasonic 筆電的消費者擔心無法使用 Just system 所研發之譯

太郎軟體，形成拒買 Panasonic 筆電的風潮，二審智財高等法院判 Panasonic

敗訴，Just system 可以繼續販售研發之譯太郎軟體，Panasonic 因考慮訴訟

案對消費者的反應，未上訴最高法院，所以智財部門不只需具備專利的智財

法律知識，還須具備市場消費者調查的能力。 

3.就 HTC、Apple、Samsung 的訴訟案來看，單靠申請專利來保護智慧財產是不

足的，須以寬廣的角度，從企業的營運面去思考專利布局才是長遠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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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幾年 SONY 與 HTC 一樣面臨專利訴訟的問題，因大企業大都已有法務專業

人才及進行專利布局，因此政府可做的事情有限，只能長期推廣智財。但中

小企業卻不同，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老闆缺乏專利佈局觀念，因此日本政府可

投入資源協助中小企業進行海外智財佈局的諮詢服務。目前東京都中小企業

公社成立智財綜合中心提供中小企業免費智財諮詢服務，包含：專人諮詢服

務、經營諮詢服務及律師的法律諮詢服務，平均 1年約 5000 件諮詢案。 

(四)東京理科大學開設之知的財産戦略専攻(MIP)課程主要在培養具跨領域(法

律、經濟、管理經營、…)的人才，東京理科大學於 innovation 研究科之下，

除了 MIP 課程外，尚開設技術経営専攻(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MOT)課

程，目前全日本僅東京理科大學同時設立 MIP 及 MOP 課程，原則上｢創新研究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Studies, INS，詳附件一)的博士研究課程可以 MIT

及 MOT 課程互選。 

(五)中小企業免費智財諮詢服務，由特許廳主導，透過發明協會於日本全國 47 縣

之發明協會分部成立 IP 諮詢窗口。以經產省為中心，展開海外支援中小企業拓

展海外市場之智財保護，會議主席由經產省大臣擔任。 

(六) IP 產業化的根本就是技術標準化(標準化的活用在 2010 及 2011 推進計畫內有

說明)，因此國際大廠均於國際標準化會議中，爭取將公司產品規格列入國際標

準化規格中，以積極爭取國際談判機會，因此跨領域之人才培訓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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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照片七照片七照片七、、、、團員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團員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團員參加東京理科大學團員參加東京理科大學 MIPMIPMIPMIP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課後於課後於課後於課後於 MIPMIPMIPMIP 大樓前拍照留念大樓前拍照留念大樓前拍照留念大樓前拍照留念    

 

照片八照片八照片八照片八、、、、團員向東京理科大學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團員向東京理科大學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團員向東京理科大學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團員向東京理科大學知的財產戰略專門教授    石井康之氏教授請益後合照留念石井康之氏教授請益後合照留念石井康之氏教授請益後合照留念石井康之氏教授請益後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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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照片九照片九照片九、、、、研修最後一天與工業局何維敦技正於經濟產業調查會合照留念研修最後一天與工業局何維敦技正於經濟產業調查會合照留念研修最後一天與工業局何維敦技正於經濟產業調查會合照留念研修最後一天與工業局何維敦技正於經濟產業調查會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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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一)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的主要目的，在提供產業界與政府機關相關的產業

資訊，有關智慧財產權之業務，受日本經產省委託辦理相關業務。目前透過”

知的財產權情報”（智慧財產權資訊）會員制度，辦理說明會、講演會、研

討會及有關經濟產業相關諮詢業務等，可以讓企業瞭解經濟政策或產業動向

有關之議題，尤其發行「特許」（專利新聞）日刊是目前全日本僅有關於智慧

財產權的日刊，提供企業即時消息，其價值不僅在於官學研專利技術資訊的

揭露，亦為企業在繁忙的業務，適時提供產業發展資訊。與我國全國工業總

會所提供之智慧財產資訊相類似，不過其以日報方式，提供資訊頻率非常快，

故比較能切合企業的需求，我國也可透此一管道獲取日本產業需求及最新智

財資訊。 

(二)日本非常重視智慧財產的運用與資訊流通業務，從該業務原由特許廳辦理，

其後轉為成立獨立行政法人 INPIT，以擴大其辦理的範圍及強化提供產業所需

的智慧財產服務。INPIT 辦理推廣專利流通運用的資料庫，自 1997 年建立至

2010 年共計 14 年，媒合中小企業技轉達 14,699 件。為協助大學研究機構強

化先端研發時，做好專利布局及研究技術主題，自 2011 年起，擴大辦理以計

畫方式委託發明推進協會，雇用 18 位 IP producer 至大學進行 network 的工

作，從前端技術研發時，即作好技術篩選以從事技術研發，並思考為來產業

化可資運用的方向，研發過程中，協助撰寫申請專利保護、營業秘密保護及

相關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最後再協助促進可能的產業利用，使其研發價值最

大化。 

(三)INPIT 執行智慧財產流通顧問派遣業務，自 1997 年至 2010 年計 14 年，已建

立支援地方單位之資源網絡，故於 2010 年廢止派遣業務。但是 INPIT 辦理智

慧財產流通業務並非因而停止，而是將推動重點逐步調整，從以往針對特定

企業進行輔導，逐步轉型為協助大學與研究機構建立智慧財產網絡系統，不

僅要強化大學與研究機構內部的智慧財產管理，也要協助各大學成立研發聯

盟，再據以將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更進而產業化，其政策推動重點，在從事

研發開始，就要重視專利及營業秘密等完整之布局與管理，而其 IP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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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扮演重要關鍵角色，因為要展開智慧財產流通事業，要有具備各技術領域

與 IP 專業的專家，此專家並不易獲得，目前 INPIT 也僅有 18 位專家負責 20

個網絡，此作法有利於經費更有效運用，亦可強化產學合作模式與深度。 

(四)金正公司是典型的中小企業，其能夠在日本廢棄物處理行業獨樹一格，占有

技術優勢地位，除了金子社長眼光獨到，看到日本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必定會

面臨廢棄物處理，所以及早投入研發，取得重要的技術創新，研發技術過程

中，非常重要的是找到 1 位專業的弁理士朋友，由於該弁理士是日本專利弁

理士協會的會長，是一位資深專業的專利代理人，協助將金子社長研發的技

術申請專利保護，並且建立完整的專利布局，促使其在未來的技術推廣與公

司經營能穩健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中小企業研發的技術並非價值不

高，重點是企業經營者要在早期導入核心專利(essential patent)布局策略，

才能確保在特定領域的技術發展優勢，促使公司在經營上利用專利技術取得

競爭力，此種作法，實在值得我國推動國內中小企業專利產業化過程的重要

參考。 

(五)日本智財戰略綱領雖有論及專利評價一事，但是實際上是否以會計方法進行

專利商標的評價非常值得懷疑。為了促進運用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進行評

價融資，日本政府雖曾以政策投資的日本開發銀行，辦理 IP 抵押貸款融資，

其自 1995 年至 2007 年 12 年期間即提供 300 件 IP 進行 180 億日幣之抵押融

資貸款。其間確有商標、著作、專利等 IP 的融資貸款個案， 但因實際上銀

行業需要更強大的擔保，故於 2007 年起民間銀行接手 IP 融資貸款業務後，

由於專利權或商標權可能事後被撤銷，故專利商標的擔保力不足，以致評價

評的不是 IP 而是其現金流，必須結合公司之固定資產進行整體評價，而非單

以專利商標進行評價。目前僅剩部分銀行在做，主要融資對象為創新事業且

有賺錢的公司，針對會有呆帳的公司或風險較大的案子，一般銀行較不願意

承接。 

(六)日本在推動智慧財產戰略工作，係由首相為首的知的財産戦略本部為骨幹，

並由經濟產業省等各部會擔當大臣為成員，另邀請各領域的企業學者專家共

同參與，組成專門技術調查會與國際的標準化競爭力委員會等，其實際各部

會協調與年度工作的推動，則由設於首相内閣官房的「智慧財產推進事務局」

負責，該事務局之行政人力，包括正式公務員與約聘人員，正式公務員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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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部會借調資深人員，約聘人員則係來自各企業專業人員，人數共約 40 人

左右，其融合民間人力，是為了有效融合民間與政府的觀念與推動措施，以

擬定適切的推動計畫。 

(七)石井教授在授課過程，對東京理科大學推動 MIP 研究所的認知是要培育跨領

域人才，因為智慧財產的價值，重點就在人才本身，並不限於技術研發的專

利，因為除了技術專業，更要有經營、管理、國際貿易等廣泛知識，且要具

備體察社會脈動、國際發展趨勢等國際視野。能結合理論與實務，才能幫助

企業經營，也才能增強競爭力，所以石井教授非常自豪的說，東京理科大學

MIP 研究所的畢業生就業率百分之百，而且企業都非常搶手。 

二、建  議 

(一)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為日本各產業提供相關之產業資訊，除了智慧財產

權資訊外，亦包括相關經濟發展動態，資訊相當多元，尤其該會與日本企業

界關係至為密切，透過該會可直接瞭解日本企業相關發展資訊，建議可強化

與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之合作關係，透過其既有網絡，加強台日間之經

貿合作交流。 

(二)INPIT 辦理智慧財產流通業務之重點，從以往針對特定企業進行輔導，逐步轉

型為協助大學與研究機構建立智慧財產網絡系統，不僅要強化大學與研究機

構內部的智慧財產管理，也要協助各大學成立研發聯盟，再據以將研發成果

申請專利，更進而產業化，其政策推動重點，在從事研發開始，就要重視專

利及營業秘密等完整之布局與管理，而其 IP producer 則扮演重要關鍵角色，

因為要展開智慧財產流通事業，要有具備各技術領域與 IP 專業的專家，此專

家並不易獲得，目前 INPIT 也僅有 18 位專家負責 20 個網絡，此建構網絡之

作法，有利強化產學合作模式與深度，值得我國參考，而其推動支援大學與

研究機構研發成果產業化之成效，亦值得追蹤。 

(三)從參訪金正公司的案例，讓我們深刻體會，中小企業研發的技術並非價值不

高，重點是企業經營者要在早期導入核心專利(essential patent)布局策略，

才能確保在特定領域的技術發展優勢，促使公司在經營上利用專利技術取得

競爭力，此一觀點，實在值得我國推動國內中小企業專利產業化過程的重要

參考。具體的作法，是要讓中小企業在進行研發過程中，獲得專業的專利代

理人協助，協助將研發技術傳進行篩選分類，撰寫優質的申請專利範圍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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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說明書，使中小企業致力於技術研發與應用，並將研發成果獲得專利保護，

如此，中小企業專利產業化的推展，較能切合企業發展需要，實際確保競爭

優勢。因而建立一套專利代理人支援中小企業研發與專利布局的體系， 

(四)日本專利產業化作法，係屬落實日本智財戰略綱領的重點之一，要做好專利

產業化，並非僅限於有關流通的環節，而是將整個研發過程予以納入管理，

針對政府對大學與研究機構等重大研發經費，要在進入研發技術時，就進行

分析全球技術發展概況的分析，並且設定研發主題範圍，就研發技術過程中，

要有智慧財產管理概念，不僅技術研發人員要與從事申請專利的專家進行密

切溝通，以撰寫優質專利，更要作好營業秘密工作。我國目前專利產業化作

法，概念上僅是從營運後端觀點進行產業協助，不夠宏觀，概念上應該有必

要加以重新釐清，因為要在研發前端就進行相關的智權管理機制，研發過程

中作好專利篩選、申請與營業秘密管理工作，才能有利於將研發成果產業化。

目前我國科技計畫對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研發計畫，應該而引進並且建立適

切的機制，才能強化產學合作的程度與成果，也才能將專利產業化發揮更好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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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檢附相關資料檢附相關資料檢附相關資料檢附相關資料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研研研研修修修修/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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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INPIT 組織概要組織概要組織概要組織概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廣域大學智慧財產廣域大學智慧財產廣域大學智慧財產廣域大學智慧財產 Adviser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七七七七  金正公司金正公司金正公司金正公司發明專利產業化研修資料發明專利產業化研修資料發明專利產業化研修資料發明專利產業化研修資料 

    



 

- 31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拜會日方人員名片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日刊工業新聞社日刊工業新聞社日刊工業新聞社日刊工業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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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權情報研修館權情報研修館權情報研修館(INPIT)(INPIT)(INPIT)(INPIT)    

 

 
    

10101010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金正產業會日金正產業會日金正產業會日金正產業會(KINSEI SANGYO CO.,LTD)(KINSEI SANGYO CO.,LTD)(KINSEI SANGYO CO.,LTD)(KINSEI SANGYO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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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東京理科大學日東京理科大學日東京理科大學日東京理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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