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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UTM-Asia 年會主要目的是技術移轉經驗交流，是學術研究機構、產業、技術轉

移之專業人士及企業家的交流平台，共同討論最新的技術商業化相關的議題，爰參與

此活動，以利於汲取相關專家的知識與經驗，激盪更多的想法與知識，作為推動產學

合作及成果推廣之參考。 

透過本次 AUTM 亞洲 2013 京都跨國技術移轉論壇，與跨國技轉人員的面對面交

流、吸收研發成果管理知識及經驗交流，以注入我國的產學研界之技術移轉機制新能

量，同時藉此機會推廣臺灣在產學方面的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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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

於 1974 年創立，致力於促進大專校院和民營企業和政府之間技術移轉，其總部設在美

國，會員主要包括大學技術移轉工作的專業人士，來自六大洲 56 個國家 3000 多名會

員，AUTM 提供會員們許多技術移轉相關資源，包含調查報告、期刊論文、專業培訓

課程、教材及導引指南，為全世界在智慧財產管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搭建交流平台。 

AUTM 亞洲年會為 AUTM 在亞太地區之重要會議，除了美國 AUTM 總會的成員

出席外，日本、韓國、新加坡、澳洲、中國大陸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均會派員組團與會，

主要目的是進行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創新育成領域經驗交流，是學術研究機構、產

業、技術轉移之專業人士及企業家的交流平台，共同研究最新的技術商業化相關的問

題及討論，參與此活動將有利於知識與經驗系統化和擴散，透過各界在研發成果商業

化管理模式之交流，以激盪更多的想法與獲得新知，作為推動產學合作及成果推廣之

參考。 

 

貳、目的 

透過與跨國技轉人員的面對面交流、AUTM 亞洲會議的技術展示及專業演講，以

增進技轉的新知與視野，促進活化我國的產學研界之技術移轉機制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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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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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為第三屆 AUTM 亞洲 2013 京都跨國技術移轉論壇，於日本京都舉行，與會

人數超過 600 人，AUTM 會長 Sean P. Flanigan 於第一天演講中提到，學術創新是全球

唯一永續更新的資源，創新的核心在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提升，成果揭露增加，授

權隨之增加，授權金收入亦隨之增加。依美國的經驗，具有較強基礎研究聲譽的大學，

是第一批進入技轉領域的，如 MIT、Wisconsin 等，由校友及學校教師引入技術移轉的

價值，並非政府。日本目前已有很多從事技轉工作的人，根據 WIPO 統計，日本在資

通訊專利上，居於世界領先地位，2011 年日本大學獲得之專利數為 2005 年的 9 倍之多，

且在 2005 年至 2011 年間，日本大學與商業夥伴間之授權活動增加一倍，衍生之權利

金數量增為 3 倍。 

對於學術人員而言，技術移轉的成功對於社會的影響甚大，甚至超越國界，同時

也可建立學術研究人員和企業之間的聯繫。技轉使大學學生和研究生在早期技術揭露

的階段，有一個商業化的途徑，能激發他們的發明能力或朝成立新創公司邁進。演講

中也預告明年之 AUTM 亞洲 2014 年會在臺灣舉辦，屆時相信對臺灣的產、官、學、

研各界在產學成果方面會有正向的影響，亦會增進臺灣與臺灣產業界在國際舞台上的

能見度。 

 

AUTM 會長 Sean P. Flanigan 

我國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暨盤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劉江彬教授演講題

為「美國杜拜法案與臺灣科技基本法之比較：過去十年檢討與未來十年因應」，介紹臺

灣在智財成果管理相關法上最新修法與鬆綁政策，並以 ITRI 為例觀察法案施行成果，

2011 年度專利申請件數為 1,947 件，專利獲證件數為 1,585 件，累計有效專利達 11,253

件，產業服務達 15,197 家次，技術移轉 639 家廠商，並促成廠商投資逾 278 億元。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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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亦提到未來十年因應，包括立法、修法、全盤檢視人事、會計、採購相關法規，

以排除智財成果管理之束縛及障礙；智財跨領域的人才培育也很重要，教育需要長期

的規劃與執行，且理論與實務須兼顧，除了了解本國相關的法律及制度外，對於國際

的相關課題必須有廣泛的涉入。 

奧克蘭 UniServices 公司 Will Charles 總經理在授權案例的演講中，介紹奧克蘭的

UniServices 是一家奧克蘭大學全資擁有的研究、教育和技術產業化獨立公司，也是紐

西蘭最重要的研究型商業公司，致力於大學科技成果技轉及產業化工作，提供國際化

的研究、技術、資訊和培訓服務。UniServices 在大洋洲同性質機構中位居第一，是創

新的淨出口者，服務遍及世界各地超過 44 個國家，有 700 名員工，其中 550 名全職，

同時也聘請 550 名學術專業人員，公司的盈餘皆投入到新產品發展及新創上，持有技

術已使公司之總市值高達 2.5 億美元，每年簽訂約 2500 份合約，於 2011 年創造 1.5 億

美元收入，平均每名全職員工的生產力為 300,000 美元，其中 50%來自海外投資，近

五年收入是以兩倍的速度持續成長。其運作方式為奧克蘭大學的科學研究創造出很多

構想，Uniservices 會從中篩選出品質良好的創意進行投資，將其孵化到一定程度後出

售給私人投資機構，孵化基金來自於大學的研究收入，而後續投入則來自於社會投資，

這些公司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經濟效益來生存壯大。奧克蘭大學研究產業化成功模式主

要概念，即“研究不僅是為產業服務，研究本身就是一門產業”。 

 

Uniservices 產業化模式 

另外一家 TODAI TLO 是東京大學唯一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企業與東京大學所

開發的技術之鏈結。執行長 Taka Yamamoto 在演講中分享技轉的人才培育，提出人力

資源開發的關鍵點在於招募合適的人才、建立一個完善的教育和培訓體系，使主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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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可以分享意見、同時建立可分享的個人知識系統，使合作公司分享成功和失敗的

經驗。在 TODAI TLO，他們聘請新的畢業生，僱用時，看重溝通能力、技術或法律等

知識背景，並有 3 個月實習制，由上位者教導新成員知識，帶領他們運用知識，包括

角色扮演、一同工作等，最後讓他們體驗實際作業，3 個月後，他們必須能向外界介紹

TODAI TLO 及其任務。TODAI TLO 的管理系統是運用小組式管理，小組主管對於處

理專利到授權要求的判定擁有主導權，每週召開小組會議，確定專利申請、進行目標

市場選擇與授權要求等，在會議中大家聚集並交換資訊。 

Ashley J. Stevens 博士在人才培訓的專題演講中，介紹 2011 年大阪大學舉辦的

G-TEC 訓練課程，是為期 12 天的密集課程，第一週著重於技術評估，包括專利、技術

評估與授權，了解商業理念基礎上的領先科學技術、過程與步驟。第二週聚焦於風險

評估，創業部分包括商業計畫和模式、資金、資本構成表，利用資料庫中不同產業及

各種國際專利技術的評估，學習如何讓合作更具有效性。另外還有體驗式學習，利用

大阪大學近期的研究計畫，進行小組演練，同時透過案例研究，了解科學和技術引領

創新的關鍵點。 

京都大學產學連攜本部（Office of Society‐Academia Collaboration for Innovation ，

SACI）Machie Muratag 法務長在演講中，簡介其 SACI 組織及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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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產學連攜本部組織圖 

SACI 是京都大學的組織之一，其使命是知識及技術移轉和領導創新，提供有興趣

與京都大學合作的公司單一窗口服務（One-stop shop）。通過這個組織，可以獲取最新

由日本京都大學開發之不同階段的技術資訊，即不僅是研究成果，如專利，及正在研

究過程中的技術也包括。關於年輕的專業人員需要進一步的知識和經驗以成為專業人

士，並非想像中容易，在許多大型計畫中，這些年輕的成員一般只被指派作為助理，

並只培養學術方面的訓練，缺乏產業專業知識及經驗。Machie Murata 法務長列舉她實

務上的經驗（如下示意圖），在技轉辦公室中，老闆或教授給予她實踐的機會和職責，

退休的專業顧問也鼓勵她接受挑戰；在對外開放式的網絡中，與產業之中高級專業人

員成為關係良好之合作者，且與外聘的律師關係密切如合作夥伴，拓展她的視野，兩

方面雙管齊下，精進而成長為專業人員。特別是在開放式的網絡中，不僅有中高級專

業人員在其中，年輕的專業人員也加入，形成一專業的平台，大家一起腦力激盪，討

論專業實務，達到知識和經驗傳承的培訓目的。 

 

Machie Murata 法務長實務經驗示意圖 

McGill 大學資深高級專員兼顧問 Michael M. Avedesian 博士以「Improv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為題演講，他分析主要國家之 GDP 資訊，認

為中小企業對於一國經濟和大學是創造新的中小企業之最大動力來源，大學研究商業

化是重要的。他分析主要國家之 R&D 經費投入結構，政府研發投入是一國 R&D 經費

的重要來源，在三方專利族（美國、歐盟、日本）中，日本是最具創造力的一個。Avedesian

博士提出創新指標，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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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指標 = 過去近五年內推出新（產品）數目/總數 

（產品）= 產品、服務、過程、契約、合作夥伴關係等 

而創新組織的創新指數要大於 35%。 

除單獨評量成果，如科學發表、引注、專利、授權金等外，也需要評量研究在社

會與經濟上之成果與影響。聯邦政府 2007 年的科技戰略強調評量研發投資回報率的重

要性，以評估他們在經濟和社會目標的貢獻，而聯邦資助機構也正在開發，牽涉各任

務和研究領域的影響評估工具。列舉三個成功的商業模式： 

1. 內部的：MIT 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MIT 講求知行合一，透過校內研究成果

產生的智慧財產權授權，促進商業投資發展 

2. 外部的：Imperial Innovations Group plc UK；獨立的新創公司 

3. 混合的：Yissum R&D Company Ltd. Israel；Yissum 是希伯來大學之技術移轉公司 

大學研究商業化執行方式即要選擇與學校文化結合之合適的商業模式，建立相一

致的組織結構和治理模式，招聘合適的人才，建立與組織的價值觀和文化相一致的關

鍵績效指標和報告制度。 

 

Michael M. Avedesian 博士 

為期三天的會議期間，與會者在 18 個領域，如創業趨勢、授權談判和研發趨勢等

講座，相互經驗與知識交流。在展覽攤位，有一些企業和律師事務所，提供相關業務

或研發活動，以及討論授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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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AUTM 亞洲 2014 年會在臺北舉辦 



12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國科會為落實推動創新經濟與科技轉型，已陸續提出「產學大聯盟」、「產學小聯

盟」、「專利布局」，於今年已啟動「創新到創業激勵計畫」，預期結合重量級企業、

國際創投家與政府資源，為創新加值。針對研發技術成果管理，本會亦修訂法規，

提供更多誘因，鬆綁諸多限制，以促進民間部門研發投資，降低研發技術在產品

化或產業化過程所面對的風險。參與此會議，吸收到多位學者的經驗，相信在未

來執行層面上更有助益。 

 

二、建議 

1. 臺灣目前大學有技轉育成中心、技術移轉中心、產學技轉中心等，專責專利申

請、技術移轉、產學合作及創新育成事宜，有屬於 Avedesian 博士演講中的內部

和外部的商業化模式，尚無第三類大學擁有全資附屬之技轉公司，其中尚牽

涉利益迴避資訊揭露及控管等問題，仍需研議。 

2. 評定研發成果的方式，可參考 Avedesian 博士所提出之創新指標評量，成果不

限於論文發表、專利、報告等，也必須重視投入之回報率等，評量工具需要

再詳細斟酌，使評量制度完善化。 

3. 智財管理牽涉到技術、法律和管理等三個領域，內容複雜，培育技轉相關人

才是很重要的，需要跨領域、了解國際間法令等，而且從理論到實務上的經

驗仍需訓練，非短時間能完成，但仍要長期規劃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