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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日本大阪見習單位及主要成效為：(一)大阪工業大學智財所：1.如何培育大

學生應具備之智財專業及基礎通識教育；2.針對具大學理工背景者，如何規劃、執行跨

領域智財專業人才的教學方針及評價機制；3.了解加強研究生國際交流、研習及海外事

務所實習的執行情況及困難；4.商討可能與本所共同舉辦或參與師生多元交流合作的可

行性。(二)企業家博物館：1.從日本當代企業家的卓越成就及對社會貢獻的系列介紹，

彰顯企業家堅毅不拔的挑戰及創新的精神；2.藉對日本商業重鎮之大阪企業家不斷鑽研、

創新及成就的圖文及成品的描述，深刻激勵人心，真實塑造、可親、可為企業家之「傳

承」及「典範」。(三)深見專利商標事務所：1.了解日本關西最大專利商標事務所之創所

背景、理念及經營、管理現況；2.招募人才的要件及接受外國學生實習或研修的可行性；

3.如何加強與學術界或海外專利商標事務所的交流合作。(四)大阪大學智財中心：1. 設

置專業智財課程，培育在學或就業中的理工專業人才，取得專利師證照；2. 協助全校

性智慧財產教育之基礎課程，使大學生在創意發想及研發的過程中，及時融入防止侵權

之思維或樹立智財保護之習慣；3. 與日本特許廳合作共同開發專為理工背景人才所製

作之各類智財專業教材；4. 建構專為培育智財專業人才之雙向、互動之自學軟體系統

(IP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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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本計畫由本所教師 3 人共同執行本校教務處教資中心「教師赴業界實務研習

計畫」，原定參訪單位僅有：（一）深見專利商標事務所及（二）大阪大學智財中

心；行前經協調聯繫結果，增加（三）大阪工業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及（四）企

業家博物館。參訪及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三： 

（一）如何提升本所教師教學之內涵及重點？ 

（二）如何促進本所教師產學合作之質與量？ 

（三）如何強化國內、國際「實務研究」課程之規劃及執行？ 

 

二、參訪過程 

    經由（一）行前協調、聯繫參訪單位，確立行程時間、參訪重點及目的；（二）

訪談對象原則上以主管級為限，利於全面了解規劃背景及執行現況等；（三）參

訪前均安排機構簡介，參訪中亦請部門主管隨行或專人導覽；（四）涉及後續交

流合作事宜等則另行協商晤談時間或在餐敘中交換意見。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在提升本團隊教師教學之內涵及重點方面 

 1.  在增聘學界卓越研究的大師級師資外，亦應充實業界專業師資，以減少學 

    用落差，並彰顯教學特色及重點。 

 2.  大阪大學所創設以工科為主之智財專業教育的組織運作、執行模式及評量

機制(詳如附錄)，有甚多可供參考之處，日後應主動加強與其交流合作。 

（二）在開創國內外研修及產學合作方面 

    在當前技職教育必須促進人才培育國際化及強化職場競爭力，並全面強化與

產業發展緊密連結的國際趨勢下，如何開創國內、外研修及產學合作的管道,即

為本所招生與教學之重要指標。因此，１. 大阪工業大學目前積極走向國際及與

日本國內、外企業、事務所合作交流的方式，頗值參考。２. 深見專利商標事務

所招聘人才的指標及其接受在日本留學外籍生之專業及語言優勢的經營理念及

人才選用方式，可作為本所與外國法律、專利商標事務所加強研修或產學合作之

參考。 

（三）促進師生雙向交流之國際化經費及設施應逐步充實 

１.  師生國際交流研習或產學合作等，特別是赴先進工業國家，再再需要 

   經費的支持。 

２.  與先進工業國家的研習或產學合作要持續化，應努力創設雙方互利之 

    誘因，逐漸充實接待或服務之品質，方能俾利於發展長期的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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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大阪大學智財專業教育的組織運作、執行模式及評量機制（IPrism） 

 

 
 

資料來源：大阪大學智財中心網頁

（http://www.iprism.osaka-u.ac.jp/center/syste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