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儘管近年來臺灣企業在專利布局上已投注不少資源，能否有更扎實、更系統性的國際專利布局，才是真正影響成敗的關鍵。

根
據智財服務機構IFI CLAIMS統計，2019年時

台灣企業的美國發明專利總獲證量為10,742

件，比起2018年成長了6.82%，居全球（含美國在

內）第六名。美國是全球最重要的專利戰場，也是

台灣企業最常在專利攻防上失利的地方；經歷幾十

年的生聚教訓後，從專利獲證數看來，台灣企業在

國際專利布局上終於略有小成。

從早期處處挨打開始，臺灣企業開始懂得一

撰文／蔣士棋（北美智權報資深編輯）

要將研發能量轉化成市場地位，專利無疑是最重要的工具。然而，儘管這幾10年來

臺灣企業在專利布局上已投注不少資源，每每在專利訴訟戰場還是輸多勝少。競爭對

手的急速成長是原因之一，但我們自己能否有更扎實、更系統性的國際專利布局，才

是真正影響成敗的關鍵。

臺灣科技業須重視國際專利布局
細節、人才、策略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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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步地累積競爭實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就算現

在已略有小成，不少臺灣企業還是在國際專利戰場

上討不到便宜，使得不少企業主大嘆：為什麼每年

都已經花費大筆人力、物力在研發和專利上，好像

一點用都沒有？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專利的本質說

起。前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Deloitte Legal）法律科技創新服務負責人熊誦梅

律師指出，專利是保護一可實施之技術思想，思想

如何受到保護，必須以文字表達寫成專利說明書，

文字可以愈清楚地表達技術內容，法律給予的保護

就愈充足。他解釋，專利制度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

獨占利益，而是為了促進技術創新，「所以專利法

給予發明人一定的保護期間，讓他們願意把發明成

果貢獻出來，其他人才能以此為基礎繼續研發，讓

整個社會都能受益。」

因此，在國際競爭當中，若要評斷一家企業

技術能力的優劣，專利的質與量絕對是最重要的指

標。「專利就像是汽車內的各種安全配備；雖然我

們都不希望用到它們，但沒有這些配備，我們也不

敢貿然開車上路，」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執

行長王鵬瑜解釋，申請了專利就算不能完全免除訴

訟風險，但至少能起到嚇阻作用。「同樣是興訟，

如果你手上的專利夠多、

夠強，對方在選擇起訴對

象時，看到你會多想一下

自己勝算大不大、成本是

多少。」

評斷技術實力　

專利是關鍵指標

此外，比起其他國

家，臺灣也還有進步空

間。雖然去年臺灣在美國

發明專利獲證量可以排到

全球第六，但距離第五名

的德國，卻有約6,000件

的差距，換句話說，臺灣雖然有進步，但其他國家

進步的幅度更大。

另一個指標是專利中發明人的登記數量。在大

企業和研究機構主導研發的趨勢下，技術發明往往

是數個研發人員的共同成果，會共同登記為專利發

明人，從發明人數量變化，可以更精準解讀企業對

研發的投入以及各國競爭態勢。

根據PatentsView統計，1994至2019年間，德

國、中國大陸、韓國、臺灣的歷年美國專利發明人

數量均呈現逐年成長；其中，在1994至2005年間，

臺灣與韓國的發明人數量一直不相上下，甚至臺灣

還較常居於優勢地位；但從2006年開始，韓國的發

明人數量開始加速成長，臺灣則是從2013年後，發

明人數量就呈現停滯。到了2019年，差距已經高達

13,000人。這也是為什麼臺灣的美國專利獲證量排

名是全球第六，而韓國早已穩居世界第三，僅次於

美國和日本。

臺灣企業正站在轉捩點上。一方面，我們對專

利不再是一無所知，有決心也有能力進行研發和專

利布局；但另一方面，執行起來力不從心，導致事

倍功半的企業也不在少數。對於這些可敬又可惜的

企業家，王鵬瑜認為，既然願意投入資源，就更要

把資源花在刀口上，以市場為導向進行系統性的專

歷年德國、中國大陸、韓國、臺灣之美國專利發明人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Patent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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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布局。「企業研發的最終目的，還是要成長與永

續發展；專利可視為達成策略目標的商業工具，壯

大實力。」

跟防疫工作一樣，專利布局也必須超前部署。

若從研發起算，歷經申請、獲證的法律程序，再到

訴訟、授權的商業活動，前後可能長達10年以上。

所以，如果沒有超前、領先的眼光，日後也難以成

功。如何布局才能讓專利發揮最大效益呢？兩位專

家歸納如下：

重視專利說明書的細節

專利說明書是一切專利活動的根本，裡面的

每一個字都是可能影響成敗的關鍵，但可惜的是，

許多臺灣企業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時，就已經不夠周

延。熊誦梅回憶，過去從事專利侵權訴訟的審判工

作時，常常遇到專利權人在訴訟程序中要求更正。

「可能是一審結束以後到二審要求更正，或者甚至

在一審訴訟程序中就提出。這是在其他國家很少見

到的現象。」

「專利權人可能是在訴訟中看到對方提出的證

據，才發現自己在申請階段忽略的重要細節，趕快

亡羊補牢，」熊誦梅指出，

雖然只要不影響原專利範

圍，且為說明書所支持，原

則上都會准予更正，但這種

頻繁更正的現象，卻也顯示

企業在撰寫專利說明書這種

基本功上，仍然有待提升。

若要控管專利產出的品

質，熊誦梅認為，企業先必

須建立專責智財部門。「現

在每家公司的申請量都很

大，又遍布海內外，確實不

可能每個案子都自己寫，一

定需要找外部事務所，但自

己一定要有能跟外部事務所

溝通，還有審核稿件品質的

能力。」也就是說專利不是有申請就好，也不是有

在海內外申請，就算布局。

挖掘研發人才的腦礦

智財部門的價值，並不止於專利事務，更可

替企業的研發加值。「研發的能量不等於專利的能

量，」王鵬瑜提醒，研發人員的腦袋中都有數不盡

的好點子，卻往往被淹沒在公司的例行事務中，

「挖出研發人員腦袋中的『腦礦』，是智財人員的

責任。」

以工研院為例，為了提升研發產出，王鵬瑜

要求智財人員走出辦公室，進入實驗室與研發人員

一起工作，透過參與研發討論及交流互動，讓智財

人員可以同步完成專利說明書之撰寫，進而申請專

利。王鵬瑜指出，這種智財部門提供的貼身服務，

除了可以順利挖到腦礦，更能節省不必要的溝通成

本，讓研發人員更專注在研發工作上。

根據企業策略目標分配研發經費

企業內的活動，都應該與總體策略目標相結

合，但實際上做得到卻少之又少。研發預算的編

臺灣掃地機器人業者松騰實業，在工研院專利庫的奧援下，迫使國際大廠iRobot與其和解並促成合
作商機。這正是善用專利，化危機為轉機的經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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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就是個好例子。

企業在編列研發預算時，多半都以營業額為

基準，但Deloitte一篇研究報告卻指出，高額研發

經費不必然代表優質專利產出，企業應該根據自

己的策略目標，而非營業額，對研發經費進行合

理的分配。

對此，王鵬瑜認為，制定專利策略時，必須

具備市場導向的思維，也就是要先從了解客戶的

需求與想法開始，「要能幫客戶解決他的客戶問

題。」而在科技業中，要了解客戶真正的需求和想

法，除了多做市場功課，還是多做市場功課；其

中，研究客戶的專利布局絕對是重要的必修課。他

強調，蒐集、分析這些專利資料，絕對是項辛苦的

工程，但臺灣企業若想要在專利領域更上層樓，超

越競爭對手，這是條必經的道路。

面對專利訴訟的威脅，企業主可以選擇賠付

權利金了事，也可以當成轉型的契機。「我常勸企

業主，不要把專利訴訟當作壞事，」王鵬瑜解釋，

如果自己還不足以威脅競爭對手的利益，競爭對手

也不會動輒以專利興訟。所以，千萬不要浪費每次

危機；專利訴訟真正的價值在於，企業主能不能夠

超越訴訟成敗的一時得失，將眼光放在長遠的商業

利益？

所以，王鵬瑜認為，最終要考驗的，還是

企業主自身的觀念還有意志力。「臺灣的多數企

業可能都很習慣支付專利權利金出去，但我們應

該要自我期許並定下策略：有朝一日臺灣企業不

只讓競爭對手怯戰，更要具備對外收取專利權利

金的實力！」（本文同步刊載於258期北美智權

報）。

王鵬瑜

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執行長，擁有中華民國律

師、中華民國專利代理人專業證照，專業年資達25年，

專精科技產業法制與智慧財產權法、跨國企業法務。曾

任鴻海／富士康集團智權法務處處長，派駐中國大陸，

後升任集團協理並派駐美國加州矽谷，深具國際級企業

法務經驗與深厚專業素養。率領工研院技轉法律團隊多

次協助臺灣廠商成功解決國際智權爭議。

熊誦梅

前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法學院法學碩士、博士，曾承辦許多國內重

要專利與營業秘密訴訟，對於國際專利訴

訟、專利布局、智財權管理皆具備豐富經驗

與深刻觀察，並於2019年12月底轉任德勤

商務法律事務所（Deloitte Legal），擔任法

律科技創新服務負責人。

封面故事

Features

21Industrial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