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陳玉鳳

掌握智財優勢

小蝦米也能戰勝大鯨魚

全球 競 爭 的 利 劍 與 盾 牌

為搶占市場先機，立於不敗之地，企業近年來開始重視智慧財產權，作為保護自己、擊退

對手的利器，智財權不再只是單純抵禦外敵入侵的城上磚，更是全球化趨勢下專利大戰的

致勝法寶，可幫助台灣產業站穩市場地位，化危機為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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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IP）是目前

全球業者競逐科技創新的重要關鍵。歷經多

次國際智財權攻防，台灣業者必須認知：優質專利

已成為廠商維持產業競爭力的利器。為加強產業對

於智財權的了解並形成共識，工研院與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共同舉辦「科技智權週」系列講座，以「IP論壇

高峰會」揭開序幕，邀請產、官、學、研人士齊聚

一堂，從不同角度解析智財權的重要性，給予具體

建議。

維持競爭優勢　掌握談判籌碼　都靠專利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羅達生表示，智財權已是衡

量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指標，更是社會及產業發展

的驅動力，因此政府持續投入資源，推動產業技術

研發並強化全球專利布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

洪淑敏也以近期中美貿易戰為例指出，「從美國禁

止企業出售零組件給中興通訊事件可看出，專利權

不只是企業競爭的武器，甚至是國家之間的談判籌

碼，台灣不可不重視。」

專利不僅是企業競爭商場的談判籌碼，還能

透過對國際大廠專利布局分析，掌握產業發展趨

勢。羅達生說明：「企業在進行產品技術研發方

向決策時，透過專利地圖分

析，便可掌握國際大廠的專

利布局，進而抓出整體產業

發展趨勢；藉由審視研發專

案執行與全球專利地圖的落

差，進行滾動式修正，確保

每一項研發資源都用在刀口

上。」

具體做法上，建立智財

權標準作業程序（SOP）至關

重要，然而全台僅不到100家

企業於內部建立相關程序，

「相對於包括中國大陸等許多國家愈來愈重視智財

權布局，台灣就顯得不夠積極，這會是台灣業者競

逐全球市場的一大隱憂，」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秘書

長張致遠說。他呼籲，台灣業者要建立正確的智財

權觀念，「智財權是資產，花錢維護增加其價值絕

對是必要的，此外，讓員工建立正確的智財觀念，

也應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應有程序。」

構建完善智財環境　從正視IP做起

為求現行法規能切合產業需求，建構更完善

的智財環境，近年政府在智財權上的重要措施包

括：延長設計專利權期限，由原本的「自申請日

起算12年屆滿」修正為「自申請日起算15年屆

滿」；分割專利期限由30天延長為3個月；以及在

新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中，將智財保護

政策列入第12條、第13條法條中，其中第12條並

規定企業在獲得產創條例補助後，須確實執行智財

布局等，以敦促具備創新實力的企業重視智財權。

此外，智財局還訂定「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

業方案」，將於今年挑選出10個案件進行兩造口

頭審理，雙方可以針對特定事實進行完整陳述，讓

專利舉發案件的審查能夠更加透明、公正及正確，

當事人也能充分表達意見，以維護自身利益。種種

工研院今年以科技研發的能量與專利佈局的影響力，榮獲科睿唯安「2017全球百大創新機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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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都是為了讓台灣中小企業正視智財布局，

建構出完善的智財環境。洪淑敏進一步表示，

「透過智財權布局分析，趨吉避凶找出產業在全

球的利基點，台灣企業才有國際競爭力。」

專利彈藥庫助攻　產業智權好夥伴

國內產業面對國際專利戰火頻仍，羅達生

表示，科技專案研發法人是台灣業界的專利戰

好夥伴。「工研院擁有豐沛的技術涵量及智慧

財產，不僅可作為台灣企業的專利彈藥庫，於

全球市場取得競爭優勢，更能發揮專利布局的

影響力，協助廠商鞏固國際市場，」工研院協

理段家瑞說。

工研院以「專利高值化」為發展策略，至

今已累積近2萬6,000多件專利，有效專利達1萬

7,000多件，其中發明專利占98%。2017年美國獲

證專利數達275件，平均每22位員工產出1件美國

專利。工研院的專利創新能力及影響力亦獲得國

際肯定，並榮膺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頒發「全球百大創新機構獎」的榮譽。

近期成為媒體焦點的「台美掃地機器人大

戰」－松騰實業與iRobot專利訴訟案，正見證了

工研院結合研發實力與專利策略，協助產業對抗

大廠專利攻勢的努力。

善用專利武器　小蝦米打贏國際商戰

全球第二大吸塵器機器人研發製造商松騰

實業，2017年遭市場龍頭iRobot控告侵犯其專利

權，要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禁止相關

產品繼續進入美國市場銷售。對松騰而言，這場

訴訟關係到公司未來發展命脈，無疑是一場艱困

的生存之戰。

智財權已是衡量

一個國家科技實

力的指標，更是

社會及產業發展

的驅動力。

經濟部

技術處處長

羅達生

透過智財權布局分

析，趨吉避凶找出

產業在全球的利基

點，台灣企業才有

國際競爭力。

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局長

洪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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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騰實業董事長燕成祥，也在論壇中現身

說法。談及這場艱苦戰役，特別有所感悟，「為

了避開iRobot的專利，我們做出第一款掃地機器

人時，就已經請律師送至美國專業機構進行侵權

檢定，就是怕踩到對方的專利，」多年來，松騰

十分重視專利申請，然而直至此次訴訟才深刻了

解，在現今的全球商戰中，僅靠專利防禦已然不

足，還必須化專利為武器，主動出擊，才能在這

場全球專利大戰下生存。

台灣中小企業大多沒接觸過跨國專利戰，

而松騰的訴訟過程極其艱辛且所費不貲，燕成祥

董事長表示，所幸當時工研院適時伸出援手，才

得以化解危機。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主任

王鵬瑜表示，「工研院以長期布局的機器人相關

專利為後盾，主動協助松騰進行相應的專利產品

比對分析及前案檢索，並提供移動平台、潔淨單

元、估測載體與建地圖的系統與方法、定位系統

模組等專利權組合，提供松騰作為反訴策略。」

由於工研院在機器人相關專利權方面，建構

了100餘件完整專利組合，才能針對iRobot迅速

提出反擊策略。而工研院同仁不眠不休地從數萬

項專利中挑選出適合作為此案武器的專利組合，

也成為松騰最強大的訴訟利器，最終迫使iRobot

於2018年初向ITC終止對松騰的調查並撤告，工

研院協助台灣企業在國際專利戰上拿下相當重要

的一役，讓小蝦米成功擊退大鯨魚。

欣嚐勝利果實之餘，燕成祥也不禁感慨，

「打過耗資1億元的官司後，就知道付錢申請及

維護專利權是很重要且划算的，」燕成祥以切身

之痛提出建議，全球專利戰未來勢必會愈來愈頻

繁，台灣產業界必須早日做好專利布局，才不至

於得花大錢買教訓。

僅靠專利防禦已然

不足，還必須化專

利為武器，才能在

這場全球專利大戰

下生存。

松騰實業

董事長

燕成祥

工研院以長期布

局的機器人專利

為後盾，主動協

助松騰，作為反

訴策略。

工研院技轉 
法律中心主任

王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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