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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國專利資料庫檢索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專利資料，並回顧機能性紡織相關文獻，以進行專利分析，企圖建

立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專利地圖，分析項目包括歷年申請件數、申請國家別、申請權人及技術功效矩陣分析等，研

究結果發現，美國及日本積極於台灣申請專利，大量佈局於原料製造、混練與塗佈等領域；我國主要專利申請權人

則為研究機構，企業相當仰賴研究單位進行技術創新與轉移；及分析顯示，技術主要集中於塗佈及混練，代表我國

申請權人主要佈局於纖維生產及染整等產業，最後建議我國產官研三領域應積極結合，集中資源建立佈局策略；及

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應朝供應鏈上下端發展，嘗試在關鍵性原料及智慧型紡織運用領域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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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紡織產業是與人類文明同步發展與並存的行業，各類紡織品可以上下游縱向加工也可橫向地跨異業應用。由

於各國的環境和條件會因時而變化，因此各國紡織產業的內涵和利基也會隨著變動。從 1967 年起至 2003 年共計

37 年紡織品是台灣最大的創匯產品(平均每年創匯約 100 億美元)，對台灣的經濟、民生可謂貢獻良多。至今紡織品

創匯因總量減少而約為每年 80 億美元，但是產品的平均單價卻因研發的突破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加大。(姚興川，

2011) 

我國下游業者因需充裕勞動力，多散布海外，且大多仍從台灣進口高機能且高品質的布料，因此扮演著台灣上

中游產業之驅動力角色。我國紡織成衣業以出口為導向，由表 1-1 可知，2015 年台灣紡織品出口值為 108 億美元，

近 10 年紡織成衣業出口依存度(以出口值占產值比重計算)平均達 79%。此外，2015 年紡織成衣業的進口值為 34.6

億美元，貿易順差達 73.5 億美元，為台灣第三大貿易順差產業。近十年來，紡織業一直是帶動台灣經濟發展，以

及創造外匯收入的主要產業，平均每年創匯約 84 億美元，對我國際收支具有關鍵性效益。(紡拓會，2016) 

表 1-1 2006-2015 年台灣紡織成衣業出、進口值及貿易順差金額 

(單位：億美元) 
項目 產值 出口值 進口值 貿易順差 出口依存度 

2011 170 127.2 35.7 91.5 75% 

2012 152.8 118.2 33.2 85 77% 

2013 149.2 117 33 84 78% 

2014 144.6 115.6 34.3 81.3 80% 

2015 128.3 108 34.6 73.5 84% 

資料來源：紡拓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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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產業近年來面臨低成本生產國家的激烈競爭，在出口與創匯的表現疲弱，例如聚酯纖維與耐隆纖維在中國

大陸的大量生產與低價競爭下，逐漸侵蝕我國既有的機能性紡織品產業價值鏈，相當不利於紡織產業的發展。

2008~2014 年紡織產值維持在新台幣 4,500 億元上下，無法進一步突破；附加價值率僅由 20%緩升至 21.7%，有待

提升。目前紡織產業主要以 OEM 價值鏈定位，難有超額利潤，勢必要轉向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用紡織品。(台經院，

2017) 

台經院(2017)指出紡織產業的政策目標為 2020 年提升紡織產值達新台幣 6,000 億元，附加價值率提升至 25%。

為了達到此目標，將加強高技術門檻的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以建立新的紡織產業價值鏈，並創造異業整合的機會

與環境，以協助產業開發新產品以符市場需求。並據此提出四項技術發展方向「產業用紡織品研究與開發技術」、

「機能性衣著家飾紡織品關鍵技術」、「高科技纖維及醫護材料開發技術」及「高性能休閒鞋品開發技術」。因此

本研究將深入探討「機能性衣著家飾紡織品關鍵技術」之產業技術發展趨勢。 

 隨著市場對高機能紡織品的品質要求日增，台灣紡織廠商也逐步將高科技引入產品開發、生產與研發領域(劉

介正，2011)。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統計報導，「專利文獻可查出全球 90%以上的發明成果，充分利用

專利資訊，可以減少 60%研發時間，並節省研發費用 40%」(林聖富，2006)。由此可知專利資料涵蓋非常豐富的創

新資訊，透過專利分析企業可瞭解技術發展趨勢及競爭對手的發展方向，更可了解國家或企業的技術創新能力與競

爭力，專利文件不只包含技術相關資訊，也可找出技術發展與趨勢脈絡。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盤點我國紡織產業各企業機能性紡織品專利，並深入探討台灣專利資料庫中相關技術之專

利布局，望能以專利分析相關方法建立我國機能性紡織品之專利地圖。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前述背景與動機，蒐集各種相關文獻，以專利分析台灣機能性紡織品之研發趨勢，歸納出本研究的

研究目的包括： 

1. 探討及分析我國機能性紡織品之發展現況，包括主要發展廠商、未來發展重點。 

2. 以台灣專利資料庫探討台灣紡織企業相關技術之專利布局。 

3. 勾勒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專利地圖，比較各國在台佈局現況。 

4. 藉由釐清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專利現況，尋找未來可能研發方向，供廠商及相關單位決策參考。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台灣機能性紡織技術布局及研發方向，採用專利分析建構台灣機能性紡織供應鏈之

專利地圖。本章第一節將對台灣紡織產業發展概況加以敘述。台灣紡織產業的供應鏈體系將於本章第二節做概要性

描述。第三節介紹機能性紡織主要分類。第四節概要介紹機能性紡織產業相關應用技術。 

一、紡織產業概況 

(一)、紡織產業之發展歷程 

台灣早期紡織產業基礎經二戰洗禮，多被破壞殆盡，如今引以為傲的台灣紡織產業，係從光復以後重新建立，

隨後在政府政策支持，產業相繼投入之下，逐漸發展成今日之規模。 

姚興川(2006) 彙整台灣的紡織產業發展歷程，自 1945 年至今，共分為 6 個階段： 

1.復興期 (1945-1950)：二戰之後，台灣紡織產業首要工作在於重建復興，政府擬定扶植辦法，限制紗布進口，

運用美援棉花分配各廠代紡，因此棉紡工業在此階段快速發展。光復之初，布料幾乎完全仰賴進口，政府除扶植並

鼓勵設廠外，亦採取保護措施，發展相當迅速，由 1948 至 1952，即以達到自產自足的程度。 

2.發展期(1951-1960)：以生產棉製品為主，且台灣棉紡產業除能滿足內需外，開始有餘力外銷，而人造纖維業

也自此一時期開始萌芽，政府亦於此時開始執行經濟發展計畫，秉持「進口布不如進口紗，進口紗不如進口棉花」

的原則，為紡織產業開啟了進口替代的序幕。 

3.出口擴張期(1961-1970)：此時期，台灣棉紡織業的持續發展，人造纖維產品的種類也持續增加，由於美國對

棉製品進口設限，台灣期望提高紡織品附加價值，染整及成衣業在此階段獲得茁壯的機會。 

4.成長期(1971-1980)：隨著台灣紡織品外銷熱絡帶來的大量需求，人造纖維廠大量擴建，逐漸達到規模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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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量，成本也因而大幅降低，適逢 1973 年第一次能源危機，在石化原料飆漲的帶動下，人造纖維價格也水漲船高，

獲利率高達 40%，吸引企業相繼投資，總產量高居世界第四。 

5.成熟期(1981-1990)：台灣人造纖維產業仍穩健的持續發展，但在經營環境的改變下，也逐漸展開轉型的計畫。

本時期由於貿易保護主義興起以及新興紡織國家崛起，而台灣面臨勞工短缺、工資上漲及台幣升值等壓力，造成外

銷導向的紡織相關產業相繼出走，也促使台灣人造纖維產業展開升級及轉型的計畫。 

6.轉型期(1991~)：隨著國際貿易自由化、區域經濟體系型成、勞工短缺、台幣升值和紡織產品配額管制逐漸取

消等趨勢，台灣紡織產業在此階段開始面臨更大的轉型需求，尤其是屬於中小企業的代工織布及成衣服飾品等產業，

在台灣生產成本日漸高昂的情況下，紛紛轉往較低工資水平的國家，而使台灣整體紡織產業鏈呈現規模不平均的現

象。 

二、 紡織產業供應鏈架構 

紡織產業依製程，可分為纖維生產、紡紗、織布、染整及終製品等產業。 

 紡織產業中的纖維生產業主要包括天然纖維、人造纖維、塑膠和橡膠，唯後兩者用量不大，早期紡織纖維皆

取材自天然纖維，19、20 世紀交會之際人造纖維面世，隨著人口成長及紡織纖維需求的擴張，人造纖維重要性日

益增加，尤其是合成纖維更成為近代最主要的紡織原料。 

 紡紗業即以纖維為原料進行加工，將纖維撚成紗線，依纖維長度、種類與功能有棉紗、毛紗、混紗、加工絲

及特殊紗等不同產品。 

 當纖維製成紗線後，即可借由梭織(Weaving)、針織(Knitting)或其他方法而行成織物，從事梭織或針織布的產

業即為織布業，而直接將纖維或紗壓製成布即為不織布。 

 貫徹紡織製程中的染整業包括染色、印花和整理等工程，並分別藉由不同設備進行作業。染色與印花主要目

的是負與紡織品顏色，使其外觀更有吸引力。織物整理則是應用物理或化學的方式，使織物具有客戶要求的性質。 

 終製品可依用途分為衣著用紡織品、家飾用紡織品及產業用紡織品，目前在紡織市場中人以衣著用紡織品所

佔的比例最大。 

詳細紡織產業生產結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紡織產業關聯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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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能性紡織品 

  隨著人造纖維技術不斷的進步，發展出許多超越天然纖維的特性，機能性紡織品市場隨之孕育而生，並不斷

的挖掘消費者潛在的需求，如今已延伸至生活的各種不同層面。但紡織品的特性不易從外觀上辨別，通常需要使用

後才能了解其功能，關於產品特性的專有名詞也不易消費者理解。因此，本研究將學術及產業上關於機能性紡織品

定義及分類整理如下： 

 「機能」一詞源於早期日本廠商用於強調人造纖維與傳統纖維之差異，1980 年代日本發展「新合纖」，強

調「感性」訴求，開啟了消費者對於機能性紡織品的需求(紡綜所，2010) 

1993 年 Toray Research Center 定義：凡紡織品具有新的、非傳統的特性，不論是在高分子原料、抽絲或後加

工階段所賦予者，均可稱之為機能性紡織品，此標準亦受我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

所採用。 

阿部界(2008)調查包含二十個品項：回收纖維、彈性纖維、吸濕排汗速乾 纖維、抗菌防臭纖維、透濕防水

纖維、蓄熱保溫纖維、防電磁波纖維、形態安定纖維、防污纖維、消臭纖維、防靜電纖維、涼感纖維、抗紫外

線纖維、PTT 纖維、 抗過敏纖維、生物分解性纖維、防蟲防蚊纖維、新植物纖維、防塵纖維、芳香性纖維等。 

 而 2010 年中國大陸舉行的「中國國際功能性面料及高性能纖維展覽會」將其定義為功能性面料、高興能

纖維及高功能纖維等三項，詳細介紹如下： 

1. 功能性面料(Functional fabrics)：各種高功能面料、防酸鹼、阻燃、抗油拒水、記憶、防汙、易去汙、防寒、

抗菌、防臭、防靜電、防紫外線、防皺、可儲熱保溫、蓄光、變色等；免燙、吸濕快面料；防輻射面料，抗菌

防蟎、負離子、遠紅外面料等綜合性功能乾、螢光、美膚、健身、防蚊蟲、香味等功能性面料、節能環 保型

面料；各類多種複合面料、塗層面料、奈米仿生面料等綜合性功能面料等。 

2. 高性能纖維(High-performance fiber)：芳綸、碳纖維、高強高模聚乙烯、硼纖維、玻璃纖維、PBO 纖維、PBI(聚

苯並咪唑)纖維、聚酰亞胺纖維、PPS(聚苯硫醚)、玄武岩纖維、海藻纖維、不銹鋼纖維、奈米纖維。 

3. 高功能纖維(Highly-functional Fiber)：多功能聚酯纖維、阻燃纖維、吸濕排汗纖維、抗紫外線纖維、抗菌纖

維、大豆蛋白纖維、聚乳酸纖維(PLA)、牛奶纖維、竹碳纖維、竹漿纖維、含鍺元素纖維、PTT 纖維、珍珠纖維、

中藥纖維、磁性纖維、智慧纖維等各種功能性纖維。 

我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則制定 15 項機能性紡織品標準，包含：遠紅外線、吸

濕排汗速乾、透濕防水、防電磁波、抗靜電、防紫外線、易去污、防焰、潑水、潑油、防縐，抗菌、防黴、負離子

及涼爽等。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出版之「最新機能性高科技人造纖維」中，將纖維歸類於機能性纖維

(Functional Fiber)項下有：吸濕排汗纖維、抗菌防臭纖維、抗紫外線纖維、防透視纖維、難燃聚酯纖維、難燃聚丙烯

腈棉、難燃聚胺 6 纖維、難燃嫘縈纖維、中空纖維、聚酯中空微多孔纖維、抗靜電纖維、抗靜電母粒及纖維技術、蓄

光母粒及纖維技術、遠紅外線纖維、鈦鍺纖維、奈米竹炭新纖維、多功能健康性纖維等。複合機能性纖維亦包括在機

能性纖維中，如吸濕排汗加上抗起毛球、遠紅外線、抗紫外線、抗菌防臭、雙色調、竹炭、中空、細丹尼及超白等複

合機能。 

 綜合上述各國定義，在英文上有 Functional Fibers 及 Performance Fibers，中文上我國慣用「機能性紡織品」，

大陸則使用「功能性紡織品」，雖然使用名稱不同，但所包含的品項大同小異。 

 而在機能性紡織品的分類上，本研究歸納出三種分類模式，分別為依消費市場分類、依技術發展分類及依檢驗

標準分類，分別說明如下： 

1.依消費市場分類： 

  TRC(Toray Research Center)(1993)將機能性紡織品分為基本機能：單絲強度、光澤、延伸性、艷度、比重、透

明性、融點、耐熱、吸濕、耐光、染色性、耐候、耐藥品性、抗靜電，感性外觀：保溫、清涼、排汗、輕量、柔軟、

硬度、發色性、深色化、流行性、防起毛球、防縮，清潔健康：抗菌防臭、抑菌、消臭、防黴、防蟲、抗過敏性、

防紫外線，安全機能：防水、撥水、撥油、防污、難燃、防融、耐磨耗、電磁波遮蔽、熱輻射遮蔽及新機能：高強度、

高彈性率、橡膠彈性、超耐熱、防火、水溶性、生分解性等五類。台灣區絲織同業公會(2005)分為運動休閒：吸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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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蓄熱保溫、防風撥水、透濕防水、抗菌防臭、抗紫外線、光遮蔽清涼織物，衛生保健：遠紅外線、止血纖維、

抗菌、衛生防護用，安全防護：防彈、破片、電磁波遮蔽及舒適健康：伸縮彈性、吸濕排汗、透濕防水、涼感、撥

水防污、防皺防汙、抗菌防臭、遠紅外線、負離子、消臭除臭光觸媒、抗電磁波、備長炭竹炭、抗紫外線、蓄熱保

暖、護膚美白維他命、反光、相變化、鍍銀纖維、智慧型纖維等四類。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2010)分為生

活舒適：吸汗保濕、透濕防水、保溫、免燙、型態記憶、防汙，衛生保健：防菌、防霉、防蹣、防蚊、導電、防靜

電、遠紅外線、防臭、涼感、芬多精，生活安全：防輻射、防電磁波、抗靜電、防燃、防紫外線等三類。上述三種

分類方式，皆是以消費市場為依據之分類方法。 

2.依技術發展分類： 

人造纖維發展至今已有百年以上的歷史，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造纖維被賦予了各式各樣不同的特性，除了慣用

的物理、化學及生物技術外，越來越多廠商試圖將電子技術結合人造纖維，賦予其智慧型功能。黃玲娉等(2005)將

機能性纖維的發展分為基本機能、高度機能、組織機能及智慧機能，如圖 2-2 所示。各式各樣的機能性產品，顯示

機能性紡織產業逐漸往高附加價值發展。 

 

 

圖 2-2 機能性纖維發展趨勢 

資料來源:  黃玲娉等(2005) 

3.依檢驗標準分類： 

我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已制定15項機能性紡織品標準，紡拓會(2007)就其中屬

物理現象之遠紅外線、吸濕排汗速乾、透濕防水、防電磁波、抗靜電、防紫外線等6 項機能，屬外觀變化之易去污、

防焰、潑水、潑油及防縐等5 項表面現象機能紡，屬生物化學之抗菌、防黴、負離子及涼爽等5項機能分類。 

上述各家分類中，以消費市場為分類依據的方法為主流，亦較為貼近產業需求，然而近年興起的智慧型紡織品

相關技術亦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之一，故本研究將以紡綜所(2010)分類為主體，並添加黃玲聘等(2005)之智慧機能，

及參考其他分類方式新增或刪去所包含的種類，作為本研究的功效分類方式，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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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功效分類表 

生活安全 生活舒適 衛生保健 智慧機能 

防電磁波 

防靜電 

防焰 

防紫外線 

耐磨 

蓄光 

吸濕排汗速乾 

透濕防水 

保暖 

防皺 

防汙 

涼感 

調節溫度 

防菌黴 

防蟲 

防靜電 

遠紅外線 

防臭 

負離子 

生理感測 

導電 

醫療敷材 

編織鞋 

四、機能性紡織相關技術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紡織品原料的取材廣泛及消費者需求的推動等因素之下，紡織品跳脫傳統技術，與化

學、化材、電子、光學等跨領域的結合，讓紡織品以不同的風貎呈現，在不同的生產階段改變其製程技術，便能賦

予紡織品的不同的機性。(紡綜所，2010) 

紡綜所(2010)闡述多項賦予紡織品機能性之相關技術，共區分為四大類技術分別為：纖維紡絲、後整理加工、

織造及添加劑等，本研究將紡織產業不同階段所應用技術重新整理並逐一說明。 

(一)、纖維生產 

機能性紡織品多以人造纖維為原料，人造纖維是經過化學方法製成的纖維，可分為再生纖維及合成纖維，常見

的再生纖維為嫘縈，係已纖維素經過化學處理成液體後，經過紡嘴壓抽成絲，常見的合成纖維為尼龍，是將高分子

母粒熔融後抽絲而成，因此在製造人造纖維的過程中，可以很輕易添加不同的物質來賦予其機能性。 

1.聚合高分子改質  

利用聚合高分子改質技術是獲取機能性纖維重要方法之一，包括基材改質及表面改兩方面。透過基材改質，可

使紡絲聚合體與機能母粒共聚合生成機能性的共聚體，然後再經紡絲，製成機能性的化學纖維材料；而表面改質則

對材料進行化學處理，使製成的化學纖維表面反應基接上機能基團，最後再製成所需機能的 化學纖維材料。 

2.異型斷面紡絲  

特殊異型斷面：如扁帄斷面、波浪扁帄斷面、三角斷面、五角斷面等，改變紡嘴形狀使纖維具不同斷面形狀，

製成異形斷面、多成分或超細丹尼，因而發展出許多高機能性纖維。 

3.混練紡絲技術  

混練/紡絲技術簡單的說就是將機能性精密陶磁材料添加於聚合高分子中，與化學改性紡絲技術相對應，是一

種物理改性的紡絲方法，是目前開發機能性化學纖維材料最熱門技術之一。此技術主要在紡絲聚合體原液或熔體中

添加所需機能的添加劑和分散劑，均勻混合紡絲製成具機能性的化學纖維材料。 

4.複合紡絲 

複合紡絲的目的是要製造複合纖維或超細纖維。絕大多數的複合纖維的斷面都利用噴嘴組件來形成，噴嘴組件

包括過濾系統、分配板和噴絲板或噴絲帽所組成，利用兩種成分或兩種以上聚合體或具不同性質的同一聚合體的熔

體或溶液，經複合紡絲的技術經噴絲口噴出，再將其中之一種成分溶除，使纖維超細化，或可再搭配異收縮之纖維，

利用兩種纖維之收縮率不同，形成織物具有類似麂皮柔軟與毛皮之觸感。 

5.奈米微粒 

奈米微粒因其特殊的催化活性、磁性、光學性能、電學等特殊性，現在已應用於電子、陶瓷、資訊及生物醫學

等領。利用奈米微粒物理及化學性變化，而賦予纖維新的機能，擴展應用。目前以微粉之研究重點為賦予織物防紫

外線、可見光和紅外線吸收、負離子、抗老化、導電、電磁波、抗菌消臭及阻燃等機能上。 

添加劑的運用是將奈米微粒材料均勻分散在聚合體熔融後，在傳統紡絲設備上進行紡絲、牽伸工程，因無需增

加設備，所以廣受青睞。但是，由於奈米粒子的比表面積很大，容易聚集成團。再加上奈米粒子往往親水疏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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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介質中質難以分散。因此，需對奈米粒子進行表面處理改質，降低粒子表面能，改善其同聚合體材料的親和性，

以提高紡織流變性及可紡性。 

6.微膠囊 

微膠囊的技術已成功應用在紡織、醫藥、食品、化妝品、紙業等領域，微膠囊可視為一細微顆粒(粒徑可從毫

米至奈米級)外層包覆一層均勻物質稱為殼質，裡層存在被保護之固相或液相等物質稱為芯質。簡單的說微膠囊是

一種用膜材把 固體或液體包覆的微小粒，微膠囊作用方式是利用能量的轉換，相變材之蕊質因外在環境溫度變化，

產生凝固放熱或熔解吸熱的作用，加工於紡織品中可增加保溫或散熱的機能。 

(二)、織布 

在織造布料的過程中，使用與傳統不同的織造技法，改變布料的結構，亦是一種賦予紡織品機能性的方法。 

1.高密度織物  

係一種物理性質之「組織防水」織物，必頇大幅度提升織物之密度，盡可能縮小織物結構孔隙(織造之緊度係

數及纖維規格之細度、橫斷面、沸水收縮率具關鍵性影響)，再依據不同市場之防水需求施予不同配方及條件之撥

水劑與填圔劑，以控制孔隙之大小，達成市場所要求之透濕性與防水性之帄衡。以高密度織 物作基材，經過壓光

加工與高分子填圔劑處理，可獲得濕阻抗 Ret 值＜6，耐水壓 1000～2000mm H2O 之織物，適用於運動休閒外套、

風衣、羽毛衣等產品。 

高密度織物，即利用高質棉紗和其他超細纖維構成緊密的織物，從而使織物 具有良好的水蒸氣透過性，再經

過後整理後具備一定的防水性。近年來，超細纖 維迅速發展，各種用它製作的超高密織物大量湧現，高密度織物

的特點是透濕性、柔軟度和懸垂性好，但耐水壓值較低，一般小於 1 米，容易造成織布時斷頭多，瑕疵品率高，染

整加工困難，織物撕裂強度低，耐磨擦性較差。 

(三)、染整 

 將完成的布料透過加工如浸泡化學原料及塗佈化學物質，從而賦予其機能性。 

1.表面改質  

纖維表面性質基本上是影響織物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親疏水性、附著力高低、光學性能等。因此表面改質

扮演重要的角色。表面改質對於合成纖維而言可增加親水行為(吸水、排排)；對天然纖維而言，可增加抑菌或攜帶

香味基團。 經過改質之後的纖維同時又能夠保持有的機械性質不受影響。 

2.塗佈加工  

塗佈織物常以棉或化學纖維織物為基布，在其表面塗覆樹脂或黏合一層高分子材料，使織物具有其他附加的機

能，如增進其防水功能、透氣功能，或增加織 物的強度、阻燃、防靜電功能等。一般常用的塗佈樹脂必頇具有一

定的黏附力， 並可形成連續薄膜，如天然橡膠、合成橡膠、聚氯乙烯、聚丙烯酸酯類等。而塗佈的加工方式有直

接塗佈、乾式塗布及濕式塗佈等。 

上訴各種技術及所對應產業整理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各產業所屬技術 

產業 技術 技術簡述 

原料製造 化學品 各種供紡織產業使用之化學品原料 

 殺生劑 泛指多種有毒物質，包括防腐劑、殺蟲劑、消毒劑和農藥，

用於控制對人體和動物健康有害以及危害天然或工業產品

的生物。 

 奈米顆粒 各種供紡織產業使用之奈米級顆粒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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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產業所屬技術(續) 

產業 技術 技術簡述 

纖維生產 聚合高分子改質 將機能性母粒添加至高分子基材中或將製成之纖維表面進

行化學處理。 

 異型斷面紡絲 改變紡嘴形狀使纖維具有不同之斷面形狀。 

 混練紡絲 將機能性陶瓷材料添加至高分子基材中。 

 複合紡絲 將兩種或以上不同之高分子熔融液同時噴出複合成單一纖

維。 

 奈米微粒 將機能性奈米微粒添加至高分子基材中。 

 微膠囊 將機能性物質包覆於微膠囊中，並添加至高分子基材中。

紡紗 混紡 將兩種或以上不同之纖維撚為紗線。 

織布 混織 講兩種或以上不同之紗線紡成布料。 

 高密度織物 大幅度提升織物之密度並盡可能縮小織物結構孔隙。 

 不織布 不經編織而以高壓將纖維黏合成布。 

染整 塗佈加工 將布料浸泡或塗佈化學物質 

 表面改質 改變纖維表面之性質 

終製品  各種終端產品 

參、研究方法 

一、專利檢索策略 

進行專利分析需針對想要研究的專利資料庫和技術領域實施專利檢索，有效的專利檢索可以幫助企業合研發人

員從專利文件中萃取出正確的資訊，以下就相關的專利檢索策略進行說明。 

(一)、確認主題 

 本研究主要調查目標為台灣機能性紡織產業，藉由適當的檢索策略進行檢索，並分析取得的資料，將有助於

本研究之進行，因此在進行專利分析前，須先確認本研究的專力檢索策略，以提高機能性紡織專利的檢全率及檢準

率。 

(二)、初步檢索 

根據 1971 年所簽訂《國際專利分類斯特拉斯堡協定》編製的國際專利分類 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是目前國際通用的專利文獻分類和檢索工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5)其中的 D 部紡織；造紙即為紡織專利的主

要分類。  

 (三)、建立檢索策略 

 然而經初步檢索分析後發現，紡織產業為一綜合型產業，其所屬技術領域並不限於紡織專門領域，尚且橫跨

C 部化學及其他領域，故本研究之檢索策略將以關鍵字檢索為主，資料來源為文獻探討所蒐集到關於機能性紡織之

相關資料，具體檢索測略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檢索關鍵字 

類型 關鍵字 連接詞 

產業別 紡織 AND 

功能  機能 OR 遠紅外線 OR 吸濕 OR 排汗 OR 速乾 OR 電磁波 

OR 靜電 OR 紫外線 OR 去汙 OR 防火 OR 防焰 OR 消防 

OR 撥水 OR 潑水 OR 撥油 OR 潑油 OR 防皺 OR 抗菌 

OR 防黴 OR 防霉 OR 負離子 OR 涼爽 

AND 

產品 織 OR 母粒 OR 纖維 OR 紗 OR 線 OR 布 OR 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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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終檢索及人工判讀 

 由於專利是由各國授予，具有屬地主義，本研究主要目標為本國紡織業，故資料來源為中華民國專利資料庫，

公開資料與公告資料一併調查，初步檢索結果為 3219 筆專利，因本研究同時檢索公開及公告資料庫，故許多專利

資料有重覆收錄之情況，經剃除重複資料千餘筆，並透過人工判讀將紡織機械、傳統工法等不符合研究範圍之資料

剃除後，確定有 807 筆專利為本研究分析目標。 

二、分析方法 

(一)、管理圖分析 

一、專利件數分析 

 專利件數分析係對歷年專利申請件數做統計，提供歷年申請件數與百分比趨勢圖，可由歷年專利申請件數，

以及各年份百分比趨勢，藉以判斷機能性紡織專利發展趨勢。 

二、IPC 分析 

 IPC 分析係對專利技術內容進行分析，因每一個 IPC 對應一個代表該分類 的技術內容，可做趨勢圖與雷達圖

兩種分析方式。趨勢圖分析，是將歷年專利申請數，以各 IPC 分年份排列，可幫助分析者找出各技術分類歷年申請

狀況，當作研判該技術成熟與否的參考指標。雷達圖分析，是針對專利資料進行不同階層的 IPC 分類展開，繪製

成雷達圖，檢視其專利申請是否集中於特定分類，藉以瞭解其技術發展分佈與集中程度，數量越多代表該區塊的技

術發展集中程度越高，不易以其他圖表代替。根據以上兩項分析方式，可有助於企業了解競爭對手研發趨勢，針對

性地研擬相關的競爭策略及研發的重點方向。 

三、國別分析 

 國別分析係對各國別歷年專利申請件數做統計，提供各國別歷年申請件數與百分比趨勢圖，可由各國別歷年

專利申請件數，以及各年份百分比趨勢，藉以判斷本國企業與外商對於機能性紡織專利發展布局。 

四、專利權人分析 

 專利權人分析係對於專利所有權人進行分析，藉以找出所有權人分佈狀況，可觀察布局於中華民國專利之所

有權人概況，查明所有權人屬性為個人、本國企業、外商企業、學研機構或政府單位，並可將重要布局者列為重點

觀察對象，配合歷年申請趨勢，掌握相關技術動態。 

(二)、技術功效矩陣分析 

 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同時分析某技術領域專利所應用的技術手段，以及其可達成之各類功效，可將不同技術手

段及可達成功效作為表格的縱欄及橫列的標題，每格填入符合的專利數，亦可填入專利權人或發明人等數據。一般

而言，由專利數可掌握該技術領域內研發重點分布狀態、由專利權人可掌握重點技術的擁有者、由發明人可掌握重

點技術的核心發明人，企業可藉此發現該領域的熱門地帶、與技術研究人員聚焦的重點，或是找到專利空白區，該

處可能為技術處女地、尚未被開發或是有技術困難處，有可能為技術死角或是技術藍海，企業可據以研判後，擬定

相對應的研發方向、避開競爭對手專利密集區，或是暫停投注資源進行技術死角研發，避免資源浪費。技術功效矩

陣的分析，主要以二維的方式呈現專利的分布。一般常見之作法為採用技術及功效形成的二維分類，但除技術及功

效外，亦可搭配其他 分類形成二維分類矩陣，例如成本、材料、開發時間等。 

一、技術功效分類定義 

 依據文獻探討及專利檢索所獲取之資料，將技術及功效進行分類。因紡織產業供應鏈各產業別分工明確，所

屬技術領域亦壁壘分明，故以產業別做為技術主分類，並依其核心技術再細分次要技術。而根據文獻探討可知，機

能性紡織品分類繁雜，本研究綜合多篇文獻整理出最適合作為專利分析之分類。技術與功效分類表 3-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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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技術分類表 

T01 原料製造 T02 纖維生產 T03 紡紗 T04 織布 T05 染整 T06 終製品 

01 化學品 01 改質 01 混紡 01 混織 01 塗佈 01 服飾 

02 殺生劑 02 異斷面  02 高密度 02 表面改質 02 醫療器材 

03 奈米顆粒 03 混練  03 不織布  03 寢具 

04 複合    04 其他 

05 奈米     

06 微膠囊         

表 3-3 功效分類表 

E01 生活安全 E02 生活舒適 E03 衛生保健 E04 智慧機能 

01 防電磁波 

02 防靜電 

03 防焰 

04 防紫外線 

05 耐磨 

06 蓄光 

01 吸濕排汗速乾 

02 透濕防水 

03 保暖 

04 防皺 

05 防汙 

06 涼感 

07 調節溫度 

01 防菌黴 

02 防蟲 

03 防靜電 

04 遠紅外線 

05 防臭 

06 負離子 

01 生理感測 

02 導電 

03 醫療敷材 

04 編織鞋 

肆、研究結果 

一、管理圖分析 

(一)、專利件數趨勢分析 

 如圖 4-1，機能性紡織品專利最早於 1974 年開始有申請記錄，然而直到 2001 年才開始有顯著的成長趨勢，最

高值為 2008 的 82 件，隨後雖略有下降，但每年依然有可觀的申請數量。 

2000 年之前共有 73 筆專利，主要為 20 筆防焰專利及 16 筆防菌黴專利，其次為防臭、防汙及防皺等皆不足十

筆，而技術方面則分別為 34 筆混鍊及 35 筆塗佈，2001 年專利開始有顯著性的成長，當年專利申請件數為 17 筆，

其中七筆為防菌黴、三筆為防焰而兩筆為吸濕排汗速乾，而 2008 年所申請的 82 筆專利專，共有 47 筆為防菌黴，

其次為遠紅外線、防汙、防焰等但皆不足十筆，而技術方面除了塗佈 54 筆，其次為奈米 17 筆、混織 13 筆及混鍊

12 筆，顯示紡織技術的運用越來越多元。 

 

圖 4-1 年度申請件數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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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利權人國別分析 

 專利申請件數最多的國別為中華民國 463 件，其次依須為美國 127 件及日本 103 件，前三名已降件數均低於

百件，本國專利佔比 57%，顯示國外來台布局者不在少數，如表 4-1 所示，而進一步觀察我國與美日兩國的專利申

請年分可以發現，美日兩國皆屬於長期且穩定的於我國佈局專利，而美國 2008 與 2015 所產生的峰值則為羅門哈斯

公司及科慕公司分別於當年度申請了 23 筆及 9 筆專利所造成，如圖 4-2 所示。 

表 4-1 專利權人國別統計表 

國家 專利數 國家 專利數 

中華民國  463 比利時 3 

美國  127 西班牙 2 

日本 103 英屬開曼群島 2 

德國 23 澳洲 2 

瑞士 16 香港 2 

中國 13 瑞典 2 

奧地利 11 以色列 2 

荷蘭 10 巴西 1 

法國 7 英屬維爾京群島 1 

韓國 6 丹麥 1 

英國 6 加拿大 1 

盧森堡 3 

 

圖 4-2 各國專利趨勢比較 

台經院(2017)指出美、日等紡織先進國家技術發展重點放在產業用纖維及原料的開發，透過關鍵性原料的掌握，

來提高其他國家進入的門檻。透過比較美日與我國專利分布可以發現，美日確實在原料製造：化學品和染整：塗佈

等方面大量佈局，纖維生產：混練日本亦佈局了 37 筆專利，美國也佈局了 14 筆專利，原料製造：殺生劑美國佈局

了 34 筆專利，而我國則主要在纖維生產：奈米、混練，織布：混織，染整：表面改質方面佈局，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國家別技術分布表 

技術 次技術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總計 

原料製造 化學品 19 22 31 68 

殺生劑 1 2 34 37 

奈米顆粒 3 6 5 1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華民國

美國

日本

473



表 4-2 國家別技術分布表(續) 

技術 次技術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總計 

纖維生產 改質 8 1 0 9 

奈米 86 0 1 87 

混練 115 37 14 166 

異斷面 4 0 0 4 

微膠囊 12 0 3 15 

複合 5 7 0 12 

紡紗 混紡 36 1 4 41 

織布 不織布 31 8 0 39 

高密度 12 4 0 16 

混織 118 6 14 138 

染整 表面改質 10 0 0 10 

塗佈 107 21 25 153 

終製品 其他 8 0 0 8 

服飾 31 1 2 34 

寢具 21 2 1 24 

醫療器材 12 3 0 15 

總計 639 117 134 890 

(三)專利權人分析 

 如表 4-3 所示，國內專利權人以研究單位為主，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記有 57 筆專利，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記有 15 筆專利，而國內企業申請數量最多者為聚隆纖維記有 15 筆專利，而外國來台申請專利則集中於

外資企業，如商羅門哈斯計有 32 筆和美商杜邦計有 16 筆，而日商大金則計有 23 筆專利。 

表 4-3 專利權人統計表 

國別 名稱 性質 專利數 占比 

中華民國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研究單位 61 7.% 

 聚隆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15 1.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研究單位 13 1.6%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11 1.4% 

 和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7 0.9% 

 長豐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6 0.7% 

 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 研究單位 6 0.7%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6 0.7% 

美國 羅門哈斯公司 公司 32 4% 

 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16 2% 

 科慕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 9 1.1% 

 3M 新設資產公司 公司 7 0.9% 

日本 大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3 2.8% 

 東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8 1% 

 帝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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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討各單位佈局專利，如表 4-4 顯示，研究單位佈局皆相對多元，不限於特定領域，而企業方面表 4-5

節錄了企業主要佈局重點，最多專利佈局的領域是防汙類的化學原料，這個領域分別由大金佈局 19 筆專利、杜邦

7 筆、3M4 筆及科慕 4 筆，其次為防菌黴使用的殺生劑，其中門羅哈斯所擁有的專利就高達 30 筆，而透過塗佈達

成防汙效果的專利中科慕及杜邦分別申請了 5 筆及 3 筆，而以塗佈達成吸濕排汗速乾的 6 筆專利則是全由何明紡織

所申請的，而未提及的其他企業則屬於佈局較分散。 

表 4-4 研究單位專利統計表 

紡綜所       工研院   中山院   

技術 專利數 功效 專利數 技術 專利數 技術 紡綜所 

改質 3 防焰 9 奈米 2 化學品 2 

奈米 16 防紫外線 2 混練 5 奈米 1 

混練 29 蓄光 6 異斷面 1 不織布 1 

微膠囊 1 吸濕排汗速乾 4 混紡 1 塗佈 1 

複合 1 防汙 4 表面改質 4 其他 1 

混紡 2 防皺 1 塗佈 3 

不織布 2 保暖 3 功效 

混織 5 涼感 2 功效 防焰 1 

表面改質 2 透濕防水 4 防焰 3 防汙 2 

塗佈 13 調節溫度 1 防靜電 1 防菌黴 1 

其他 2 防臭 7 吸濕排汗速乾 3 醫療敷材 2 

醫療器材 3 防菌黴 22 保暖 1 

防靜電 1 防菌黴 3 

防蟲 1 防蟲 1 

遠紅外線 4 遠紅外線 3 

生理感測 3 導電 1 

導電 3 

    醫療敷材 2         

表 4-5 企業專利佈局熱點 

化學品 殺生劑 塗佈 總計 

吸濕排汗速乾 2 0 6 8 

防汙 36 0 13 49 

防菌黴 0 32 1 33 

總計 38 32 20 90 

二、技術功效分析 

(一)、技術分類分析 

 如表 4-6 所示，技術分類所佔比重依序為：染整-塗佈 199 筆、纖維生產-混練 196 筆、織布-混織 155 筆及纖

維生產-奈米 98 筆。 

表 4-6 技術分類統計表 

技術 次技術 專利數 技術 次技術 專利數 

原料製造 化學品 72 織布 混織 155 

殺生劑 37 高密度 18 

奈米顆粒 14 不織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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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技術分類統計表(續) 

技術 次技術 專利數 技術 次技術 專利數 

纖維生產 改質 9 染整 塗佈 199 

異斷面 4 表面改質 11 

混練 196 終製品 服飾 35 

複合 12 醫療器材 16 

奈米 98 寢具 24 

微膠囊 15 其他 15 

紡紗 混紡 44 

(二)、功效分類分析 

 如表 4-7 所示，功效分類所佔比重依序為：衛生保健-防菌黴 206 筆、生活安全-防焰 117 筆、生活舒適-防汙

109 筆、生活舒適-吸濕排汗速乾 74 筆、衛生保健-遠紅外線 64 筆、衛生保健-防臭 55 筆及生活舒適-保暖 51 筆。 

表 4-7 功效分類統計表 

功效 次功效 專利數 功效 次功效 專利數 功效 次功效 專利數 

生活安全 防電磁波 12 防皺 13 遠紅外線 64 

防靜電 14 保暖 52 防臭 55 

防焰 117 防汙 109 負離子 37 

防紫外線 36 涼感 33 智慧機能 生理感測 15 

耐磨 25 調節溫度 10 導電 20 

蓄光 11 衛生保健 防菌黴 208 醫療敷材 36 

生活舒適 吸濕排汗速乾 74 防蟲 19 編織鞋 7 

透濕防水 36 防靜電 12 

(三)技術功效矩陣分析 

 由上述技術與功效資料匯整後，可產出如表 4-8 的技術功效矩陣，可發現最受重視的技術分別為：以塗佈達

成防菌黴共 44 筆、以塗佈來達成防汙共 40 筆、以混練達成防焰共 39 筆、以及防菌黴所使用的殺生劑共 32 筆及以

奈米達成防菌黴共 3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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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技術功效矩陣圖 

生活安全 生活舒適 

  防電磁波 防靜電 防焰 防紫外線 耐磨 蓄光 吸濕排汗速乾 透濕防水 保暖 防皺 防汙 涼感 調節溫度 

原料製造 化學品 0 2 20 0 0 0 3 0 0 0 46 0 0 

殺生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奈米顆粒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0 

纖維生產 改質 0 0 1 0 0 1 1 0 1 0 0 0 0 

異斷面 0 0 0 0 0 0 3 0 1 0 0 0 0 

混練 2 4 39 6 6 6 8 3 8 4 2 3 2 

複合 0 1 0 1 2 1 1 1 4 0 0 0 0 

奈米 3 0 3 6 0 1 3 0 0 0 1 12 0 

微膠囊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5 

紡紗 混紡 0 1 7 1 2 0 7 0 7 1 3 1 0 

織布 混織 1 3 17 6 10 2 23 5 8 4 4 14 1 

高密度 0 0 0 1 0 0 0 2 4 0 4 0 0 

不織布 0 0 4 0 0 0 0 5 3 0 2 0 0 

染整 塗佈 4 3 15 14 3 0 12 17 3 4 40 3 2 

表面改質 0 0 1 0 0 0 5 0 0 0 3 0 0 

終製品 服飾 2 0 2 0 2 0 6 0 5 0 0 0 0 

醫療器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寢具 0 0 4 0 0 0 2 1 3 0 1 0 0 

其他 0 0 2 0 0 0 0 2 4 0 2 0 0 

總計 12 14 117 36 25 11 74 36 52 13 109 3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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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技術功效矩陣圖(續) 

衛生保健 智慧機能 

防菌黴 防蟲 防靜電 遠紅外線 防臭 負離子 生理感測 導電 醫療敷材 編織鞋 總計 

原料製造 化學品 1 0 0 0 0 0 0 0 0 0 72 

殺生劑 37 0 0 0 0 0 0 0 0 0 37 

奈米顆粒 8 1 0 1 1 0 0 0 0 0 14 

纖維生產 改質 4 1 0 0 0 0 0 0 0 0 9 

異斷面 0 0 0 0 0 0 0 0 0 0 4 

混練 41 3 2 16 20 13 0 4 4 0 196 

複合 1 0 0 0 0 0 0 0 0 0 12 

奈米 32 3 1 15 8 8 0 1 1 0 98 

微膠囊 2 1 0 0 4 1 0 0 0 0 15 

紡紗 混紡 4 0 1 2 2 0 0 4 1 0 44 

織布 混織 13 0 1 9 5 2 0 7 16 4 155 

高密度 5 0 0 0 0 0 0 0 0 2 18 

不織布 5 1 3 1 4 0 0 0 12 1 41 

染整 塗佈 44 8 4 6 7 6 0 4 0 0 199 

表面改質 1 1 0 0 0 0 0 0 0 0 11 

終製品 服飾 3 0 0 9 2 3 0 0 1 0 35 

醫療器材 1 0 0 0 0 0 15 0 0 0 16 

寢具 2 0 0 5 2 4 0 0 0 0 24 

其他 4 0 0 0 0 0 0 0 1 0 15 

總計 208 19 12 64 55 37 15 20 36 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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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自二十世紀中以來，我國紡織產業即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長期為我國帶來大量貿易順差，

隨著時代變遷，整體經濟環境的轉變，紡織產業面臨極大的經營壓力，近年來許多開發中國家積極發展紡織產業，

面對競爭對手快速的崛起，我國紡織產業必須思考在成本與價格之外，重新塑造我國紡織產業的競爭優勢。雖然我

國的機能性紡織品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口碑與競爭力，然而未來是否能繼續維持此一優勢尚且未知，是以本研究分

析我國專利資料庫，試圖從幾項指標性之數據，了解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之專利佈局，作出以下幾點結論： 

(一)美日掌控關鍵性原料專利 

專利數據顯示，機能性紡織產業技術發展相當成熟，競爭相對激烈，從國籍別來看，外國申請人占比高達百分

之四十，且不乏具有一定水準之國際企業，然而與 2015 海關進口數據比對可以發現，美日雖大量佈局專利，然而

進口貿易金額卻分別僅佔所有數據的 6.36%及 5.35%，而觀察美日佈局之專利可以發現，兩國皆大量佈局於原料製

造、混練與塗佈等領域，顯然呼應台經院(2017)所指出的美、日等紡織先進國家透過掌握觀鍵性原料，來提高其他

國家的進入門檻。 

(二)我國研究單位研發方向多元 

姚興川(2011)指出由於台灣的紡織廠商 90％以上是中小企業，因此政府補助相關法人單位，如 1959 年成立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1973 年成立工業技術研究院材料及化學工業研究所纖維組和 1975 年成立中華民國紡織業拓展

會，都與業界合作密切。而專利數據顯示，我國專利權人的確是以研究單位為大宗，以紡綜所及工研院為主力，表

示我國傳統產業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缺乏獨立研發之資源，相當仰賴研究單位轉移創新技術，而從專利權人

分析也可以看出，研究單位肩負我國紡織產業技術創新之責，研發方向相當多元。 

(三)我國技術創新集中於纖維生產及後加工 

我國的聚酯與耐隆纖維之品質良好，甚獲市場肯定，然而近年來獲利空間飽受壓縮，加上石化原料價格決定於

國際市場，在成本面可發揮空間不大，因此在機能性纖維方面，必須領航於纖維製程階段即賦予散熱涼爽、抗菌消

臭、撥水隔濕、輕量速乾等功效，超越藉後處理方式賦予機能性之耐候性不良的缺點，以迎合運動休閒服裝品牌之

材料運用趨勢，進而提升國內合成纖維產業競爭力。(台經院，2017) 

技術功效矩陣分析顯示，技術主要集中於塗佈及混練，顯示我國機能性紡織專利確實集中於纖維生產及後加工

兩個階段，探究原因應為兩者皆屬於技術相對密集而非勞力密集的產業，較為適合台灣的經濟環境。 

二、建議 

本研究顯示，在國內經營環境日漸嚴峻，而國外競爭者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我國紡織產業試圖透過提高產品附

加價值，避免陷入低價競爭的泥淖並且深入相當多元的技術發展方向而非拘泥於特定技術中，雖然國內企業積極佈

局機能性紡織品相關技術，但面對美、日等技術領先者計畫性的布局專利技術，對於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國際競爭

力勢必有不小的威脅。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集中資源建立佈局策略 

台經院(2017)認為我國產業唯有發展自主纖維與原料，經由創新紡織製程，並結合上、中、下游及異業研發聯

盟機制，進行產業結構轉型，方可擺脫對美、日等國的依賴。而本研究亦發現我國企業相當仰賴研究單位進行技術

創新與轉移，因此我國產官研三領域應積極結合，建立實質有效的溝通平台，投過與產業界的溝通制定可行的產業

政策，並提供適當的資源進行技術創新，透過國家力量的支持，方能凝聚我國機能性紡產業的國際競爭力。 

(二)紡織產業技術應朝向供應鏈上下端發展 

專利數據顯示，我國機能性紡織產業技術佈局主要集中於纖維生產-混鍊及染整-塗佈兩個項目中，而國外專利

則佈局於更上端的原料製造，台經院(2017)亦指出近年來歐美先進國家致力發展創新運用紡織品如「電子紡織品」

及「高導電性產業用纖維技術」。我國在原料製造及終製品產業較少佈局，本研究建議我國產業與研究單位應朝供

應鏈上下端發展，嘗試在關鍵性原料及智慧型紡織運用領域佈局，並與我國成熟的光電產業與資訊產業異業合作，

與技術領先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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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範圍僅包含台灣機能性紡織產業，且專注於消費市場需求性已成熟之數種機能性紡織品，後續研究可探

討傳統紡織產業專利佈局、國際紡織產業專利佈局及市場尚未成熟之機能性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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