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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先由專利商品化價值評估之相關文獻探討，進而整理出42項影響專利商品化成功與否的因素，再以

問卷方式，發放評估表給資深發明人進行評估。根據發明人對42題項重要程度評估分數，由研究者計算平均數，

並分配權重。研究結果發現，第一構面技術價價值中，最重要因素為技術支援能力；第二構面智財權應用價值

中，最重要因素為專利技術侵權；第三構面商業價值與消費市場中，最重要因素為產品銷售通路；第四構面經

營層面中，最重要因素為產品產值利潤，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專利商品化可行性評估之參考。 

關鍵詞：專利、價值、商品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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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知識經濟的時代來臨，全球趨勢已經由從前的勞力密集產業慢慢轉型成為創新研發的科技產業，各企

業為了保護自家所研發的心血成果，紛紛成立智財相關部門，可見智慧財產權這部分是越來越重要。但我國企

業從早期就大多以製造和代工為主，較少是企業內部自行研發，直到近期國內企業開始對製程技術進行研發，

然而對於一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技術，多數仍仰賴國外技術。 

近幾十年來，我國專利申請數量從民國七十四年的23,870件逐漸增加到民國九十八年的78,425件(圖1)，可知

國人已經意識到若要提升國家的競爭力不能只依靠勞力的生產，技術是企業最重要的核心競爭力，企業應該努

力將技術提升，不斷的研發創新技術來提高經濟效益並增加國家在國際間的競爭力。隨著企業與研究機構投入

大量的研發費用，專利申請數量持續升高，但由於申請的專利層次較低，非基礎專利，容易被競爭對手迴避，

因此可能無法為企業帶來利益。 

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年報統計，民國九十八年本國專利新申請案件數排名的前二十名，中有16間企業、4

間大學，有別於以往專利皆以企業為主，目前學術界也日漸重視專利研發。此外，如何將無形的專利延伸到商

品化也日受重視，專利的「實施」，指的是商品化實踐程度。我國對將專利商品化的執行力目前稍嫌不足。前工

研院產業學院執行長王鳳奎(2006)指出我國專利產出數量排全球第四，但是專利商品化比例卻只有千分之三，這

項調查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國對於商品化之流程仍有改善空間。為提升專利商品化之成功比例，本研究擬建構一

份完整的專利商品化之價值評估表，期使專利能創造出實質的商業利益。  



 

 
 

1244

 

圖 1  歷年專利件數統計圖 

1.2 研究目的 

以往之研究，主要探討專利技術的鑑價及影響專利技術價值的構面，並且大多是使用成本法、市場法、收

益法等。極少整合影響專利價值因素與影響商品化因素兩方面的相關因素，並挑選其中較為重要的因素彙整一

份評估表。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為建構一份專利商品化價值評估表，其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影響專利商品化之價值因素。 

2.探討對各因素之相對重要程度及分配權重。 

1.3 研究流程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建構出下列研究流程，如下圖2所示： 

 

 

 

 

 

 

 

 

 

 

 

 

 

 

圖 2  研究流程圖 

 

貳、 文獻探討 

2.1 專利價值相關之研究 

劉江彬、張孟元(2005)認為技術的市場總價值可分為技術價值、智財權應用價值、商業價值，其構面與相

關因素，分述如下： 

ㄧ、技術價值 

(單位：件) 

研究主題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評估表調查與之權重分配 

結果與討論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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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術創新及競爭力結構：技術創新能力、技術專屬性與分類、產品管理及提昇能力、技術競爭能力。 

     (二)技術支援與風險結構：技術支援能力、技術風險、擁有專利的質量。 

     (三)技術實用性及科學引用能力結構：技術實用性、基礎技術運用能力。 

二、智財權應用價值 

     (一)產權條件、產品信用及有利條款結構：產權及授權條件因素、有利條件、輿論與執行保護、產品信用。 

     (二)交互授權關係結構：交互授權狀態、授權方式。 

三、商業價值 

     (一)市場結構與規模結構：商業強度與外部資源、產業競爭能力、產品定位與內部資源、邊際製造成本、

投資機會成本。 

     (二)預期市場與市場接受度：客戶與專業關係強度、市場掌握能力、市場區隔與保護能力。 

     (三)市場擴散力與促銷力：市場敏感度及週期性、產業競爭狀態及位勢、產品責任結構、市場擴散力。 

Sam Khoury,Joe Daniele,and Paul Germeraad(2001)將技術價值的影響因素整理成六個構面與相關因素，分別

為：ㄧ、法律地位：專利請求範圍、實行難易度、是否為主導地位的技術、是否屬於改進的技術；二、技術因

素：獨特性與創新性、技術成熟度、應用產業範圍、技術生命週期；三、市場因素：既有市場或全新市場、科

技層級或產業類別、技術是否已標準化；四、授權範圍：是否為專屬授權、授權範圍；五、互補資產：製造能

力、發展能力、行銷能力、品牌與商譽；六、風險：技術開發風險。 

林炳宏(2005)將影響專利價值因素分為市場層面、技術層面、消費層面、經營層面；一、市場層面考量因

素有市場趨勢、產品類別、消費屬性、需求對象、產品售價、規格系列、競爭狀況、銷售季節、市場空間、附

加價值、通路關鍵、市場壽命；二、技術層面考量因素有技術層次、護牆狀態、產品結構、製造技術、品管要

求、商化時限、技術支援、研發關鍵、開模規模、原件取得、國際規範、掌控價值；三、消費層面考量因素有

消費潛力、通路族群、價未考量、品味訴求、形象肯定、品牌信賴、消費教育、產保認同、安全顧慮、販售區

隔、賣點關鍵、購買決策；四、經營層面考量因素有設廠規模、智財防護、售後服務、廣告費用、自創品牌、

行銷關鍵、同化顧慮、政令設限、投創趨勢、經營規模、資金門檻、投資效益；並認為評量中市場層面是最重

要，市場層面的好壞將會影響後續的層面。 

吳豐祥(2002)提出必須要考量的因素如下：一、技術創新的程度；二、市場競爭的程度；三、技術生命週期；

四、商品化的潛在收益；五、研發投入的成本；六、授權類型與剩餘專利期限；七、合約的限制；八、產業習

性與規則。 

劉江彬、劉文卿、劉遠釗、張孟元、賴昌彥、阮子珊(2001)將影響專利技術價值分為三構面，知識及技術構

面，科技政策與法政基礎構面，商業環境與外部因素構面。在知識與技術構面上，需要評估技術的本質、支援

能力、策略、競爭及創新能力、風險等因素；科技政策與法制構面，需考量科技政策風險外，還有產權、授權

條件及權利金、侵害及爭訟等問題都會直接影響技術及專利的價值；商業環境與外部因素構面，如產業策略及

需求、產品本質、商業資源及相關支援的產業等因素；經研究分析後得知商業環境與外部因素構面是判斷價值

的重要依據，知識及技術構面則為提昇條件，而科技政策與法政基礎構面是限制條件。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2006)指出專利技術評價時各層面與影響因素如下： 

一、 科技層面：包含發明程度、新穎獨特程度、對特定產業的技術重要性、應用於其他產業的可能性、實施與

量產上的技術困難度、解決既有問題的完整度、其他解決方案的數量多寡、技術生命週期的目前所處階段、

再現性與測試結果的滿意度、相較於其他解決方案的技術優異度、對既有技術和設備的相容度、對其他配

套技術的需求度、衍生技術應用範圍大小。 

二、商業層面：預估技術發展達成熟上市的時間長短、預估商品存活流通的壽命長短、目標(潛在)市場的大小、



 

 
 

1246

目標(潛在)市場的成長/衰退速率、正式生產或實施前的投資成本大小、正式生產或實施後的營運和維持成

本、量產或實施的標準化與認證化成本、商品規格彈性、客製化的難易度、移轉他人實施的難易度、行銷

推廣的困難度、市面上類似/競爭/替代商品的多寡、預估可能的銷售利潤大小、其他應用的商機和獲益大小。 

三、法律層面：獲准專利的機會高低、專利權生命週期的目前所處階段、專利保護範圍的大小、偵測或判定他

人侵害的難易度、主張權利或實施時的限制度(如相關合約條款限制)或方式多寡、他人仿冒或迴避設計的難

易度、專利遭到舉發的可能性、實施專利技術而侵害他人專利的可能性、實施前先獲得他人授權的必要性、

實施相關配套技術和設備而侵害他人專利的可能性、(交互)授權他人實施可能性與獲益大小、目標(潛在)市

場上未解的訴訟程序和爭端、通過各類法規和檢驗要求的難易度。 

 

參、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評估專利商品化價值評估表因素之相對重要性，首先由資深發明人評估專利商品化價值評估表中

的各因素後，在評估表中依重要程度填入分數；再依發明人填寫的分數分配權重。下圖 3 為研究架構圖。 

 

 

 

 

 

 

 

 

 

圖 3  研究架構 

3.2 評估表設計 

本研究評估表設計分為四大構面，第一構面：技術價值，共 13 題項；第二構面：智財權應用價值，共 6

題項；第三構面：商業價值與市場消費，共 17 題項；第四構面：經營層面，共 6 題項，評估表之題項設計修改

自專家與學者之研究，如表 1 所示。 

表 1 評估表題項與參考文獻 

第一部分：技術價值 參考文獻 

1、技術創新層次 

2、技術競爭能力 

3、技術的成熟度 

4、取代難易程度 

5、技術支援能力 

6、技術可行程度 

7、應用於其他產業 

8、技術保護狀態 

9、產品加工構造 

Sam Khoury, Joe Daniele, and 

Paul Germeraad(2001)； 

劉江彬、張孟元(2005)； 

林炳宏(2000) 

評估表構面 

 

一、技術價值 

二、智財權應用價值 

三、商業價值與消費市場 

四、經營層面 

 

專利商品化

價值評估表 

因素權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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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產品製造生產 

11、樣品功能完整度 

12、零組件的供應 

13、規範申請標準 

第二部分：智財權應用價值 參考文獻 

1、剩餘專利期限 

2、專利請求範圍 

3、專利技術侵權 

4、國際專利防護 

5、發明數量 

6、技術移轉經驗 

Sam Khoury, Joe Daniele, and 

Paul Germeraad(2001)；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2006)；吳豐祥(2002)； 

林炳宏(2000) 

第三部分：商業價值與消費市場 參考文獻 

1、產品大眾小眾市場 

2、國內外市場規模 

3、上市時間長短 

4、產品銷售價格 

5、產品銷售通路 

6、商品化設計的差異性 

7、市場壽命年限 

8、銷售季節時間 

9、產品消費頻率 

10、消費品必需性 

11、國際競賽得獎 

12、品牌價值 

13、使用方法教育 

14、產品保險 

15、使用安全考量 

16、產品賣點關鍵 

17、購買決定者 

Sam Khoury, Joe Daniele, and 

Paul Germeraad(2001)； 

林炳宏(2000)；劉江彬、劉文

卿、劉遠釗、張孟元、賴昌

彥、阮子珊(2001) 

第四部分：經營層面 參考文獻 

1、自製能力 

2、售後服務需求 

3、廣告宣傳費用 

4、公司經營規模 

5、經營成本 

6、產品產值利潤 

林炳宏(2000)； 

台一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2006)；劉江彬、劉文卿、劉

遠釗、張孟元、賴昌彥、阮

子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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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料分析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資料分析係由九位資深發明人評估四大構面中的 42 題項之間的重要性程度，評估表之評分方式

採 1 到 100 分為評分標準，再整合所有發明人評估的分數，由研究者計算其平均數，並給予權重分配。平均分

數係將九位發明人所給予的分數，進行平均；權重則將平均分數予以正規化。 

 

肆、 結果與討論 

4.1 評估結果 

評估表中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表 2 所示為評估表權重分配結果。 

表 2 評估表權重分配結果 

第一部分：技術價值 平均 權重 

1、技術創新層次 640.77 6.40 

2、技術競爭能力 641.33 6.41 

3、技術的成熟度 645.44 6.45 

4、取代難易程度 612.44 6.12 

5、技術支援能力 714.44 7.14 

6、技術可行程度 652.44 6.52 

7、應用於其他產業 520.00 5.20 

8、技術保護狀態 612.77 6.12 

9、產品加工構造 600.55 6.00 

10、產品製造生產 613.00 6.13 

11、樣品功能完整度 640.55 6.40 

12、零組件的供應 610.55 6.10 

13、規範申請標準 676.55 6.76 

第二部分：智財權應用價值 平均 權重 

1、剩餘專利期限 538.55 5.38 

2、專利請求範圍 588.55 5.88 

3、專利技術侵權 691.55 6.91 

4、國際專利防護 568.88 5.68 

5、發明數量 601.55 6.01 

6、技術移轉經驗 350.55 3.50 

第三部分：商業價值與消費市場 平均 權重 

1、產品大眾小眾市場 663.00 6.63 

2、國內外市場規模 720.55 7.20 

3、上市時間長短 668.55 6.68 

4、產品銷售價格 615.55 6.15 

5、產品銷售通路 735.55 7.35 

6、商品化設計的差異性 658.55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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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場壽命年限 625.55 6.25 

8、銷售季節時間 660.55 6.60 

9、產品消費頻率 652.77 6.52 

10、消費品必需性 731.55 7.31 

11、國際競賽得獎 508.33 5.08 

12、品牌價值 645.55 6.45 

13、使用方法教育 615.55 6.15 

14、產品保險 585.55 5.85 

15、使用安全考量 738.88 7.38 

16、產品賣點關鍵 738.00 7.29 

17、購買決定者 702.77 7.02 

第四部分：經營層面 平均 權重 

1、自製能力 572.77 5.72 

2、售後服務需求 600.00 6.00 

3、廣告宣傳費用 512.77 5.12 

4、公司經營規模 556.55 5.56 

5、經營成本 610.00 6.10 

6、產品產值利潤 675.00 6.75 

由表 2 中，我們可發現專利商品化價值評估中，較為重要的因素包括：第一部份技術價值，技術支援能力、

規範申請標準、技術可行程度；第二部份智財權應用價值，專利技術侵權、發明數量、專利請求範圍；第三部

份商業價值與消費市場，使用安全考量、產品銷貨通路、消費品必需興；第四部份，產品產值利潤、經營成本、

售後服務需求等。 

 

伍、 結論 

本研究藉由整合影響專利價值與專利商品化各因素，進行重要程度研究，並針對每個題項分配不同的權重

分數。基於以往之專利評估方式，鮮少對各因素之重要性，給予權重，本研究針對各因素計算出不同權重，期

使專利商品化之評估能更準確。 

 

陸、 後續研究 

本研究礙於人力、資源和經費限制，所以在發明人的挑選中，僅挑選了九位，未來之相關研究，可再邀請

更多資深的發明人一起進行評估，以更增進研究信度。亦可接續本研究，建構專利商品化評估表，以探討專利

是否具有商品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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