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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人口快速高齡化，而面對社會高齡化，使得失能的高齡人口大幅增加，同時高齡者獨立自主生活的意願也

大幅上揚，因此需要不同的輔具來協助失能的高齡者達成獨立生活的目的。因此本研究依據 ADL 評估量表所列失

能類別，及輔具相關各詞作為關鍵字，檢索無起始時間至 2018 年 5 月 20 日間之台灣專利。共蒐集 3640 件專利，

分析結果發現「輔具」技術領域包含 A、B、D、E、F、G、H 類 7 類 IPC，技術範圍之廣為其他用具少見。此外 G

類(物理)H 類(電學)技術在近年亦為輔具所應用，且再 2008 年後成為應用最廣範之輔具技術，應用領域以和 A61(醫

學或獸醫學、衛生學)組合成新的輔具技術為最大宗。 

關鍵詞：高齡者、失能、輔 IPC 

1.緒論 

1.1 研究背景 

我國內政部戶政司(2016)指出，2015 年底 65 歲以上人口合計超過 293 萬人(占總人口 12.51％)，且高齡者(65

歲以上)比率逐年上升，幼年人口(0~14 歲)比率逐年降低，人口老化情形日趨嚴重(內政部戶政司，2016)。衛生福利

部(2014)調查發現高齡者對老年生活的期望，以「身體健康的生活」最多，其次是「能與家人團圓和樂的生活」。

且對老年生活擔心的問題中，以「自己的健康問題」為最多，其次為「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及「經濟來源問題」。

因此高齡者為了獨立生活除醫療與經濟需求外，尚有四類生活需求，即教育需求、休閒需求、居住安養需求、社會

適應需求(詹火生，1993；林松齡、王德睦，1994；謝高橋，1994；陳燕禎，2009)。 

黃啟梧、陳進隆(2014)指出，「老化」是一種多重現象，其包括生物學、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政治學、

經濟學等。老化帶來之問題以行動力的降低為最直接。此外，行政院主計處(2012)統計，自 2000 年至 2010 年，高

齡者與子女同住的比例由 58.1%減至 52.1%；獨居則由 8.3%增至 14.3%，而居住養護機構或其他處所者占 2.7％(行

政院主計處，2012)。因此，為了使高齡者能夠獨立自理，並積極參與社會，高齡者仍必須具備操作居家生活用品

之能力 (Charness, Arthur, Fisk, & Rogers, 2001)。吳沄棻(2013)指出，國內外研究都發現行動輔具有約 7 成左右的使

用率。因此綜上所述，近年高齡者逐年增加，會因老化現象致使肌力不足，無法施行需要長時間耗費力氣的活動，

且高齡者獨居需求亦提高，如此透過輔具來提升老人生活自理的程度，較住進長照機構而言是最佳的選擇。 

我國國家輔具標準 CNS15390 輔具科技分類手冊定義輔具為「輔助生活的便利品」。依用途之不同，將輔具分

為個人醫療輔具、訓練技能輔具、矯具與義具、個人照顧與保護輔具、個人行動輔具、居家輔具、住家和其他場所

之家具與改造、溝通與資訊輔具、環境改善輔具、工具與機器輔具、休閒輔具等 11 大類(每一大類均包含若干次類)。 

現今高齡者眾多，輔具潛在市場商機龐大(張傑，2017；林雅文，2011)，因此瞭解輔具的發展過程中，探討技

術領域之演變與應用值得深入分析，為相關產業未來研發必知的資料。因此本研究藉由專利檢索分析探討輔具技術

發展，觀察輔具技術之變化，探究輔具技術的發展趨勢，藉以瞭解輔具產業之技術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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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有以下 2 項： 

1. 失能者失能種類分析，以瞭解輔具需要哪些相應之功效，並作為檢索策略之關鍵字。 

2. 建立專利主要、次要 IPC 矩陣，分析輔具技術之應用領域範圍。 

2.文獻回顧 

2.1 國家輔具標準 CNS15390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的標準規範 ISO 9999 為廣泛被採用的國際輔助

科技分類標準，於 2007 年發行第四版，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特將 ISO 9999:2007(E)轉譯，並經技術委員會和國

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於 2010 年公告成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5390「身心障礙者輔具－分類與術語」(李

淑貞、余雨軒，2011)。CNS 15390 將輔具分為 11 大類：「04 個人醫療輔具」、「05 技能訓練輔具」、「06 矯具與義具」、

「09 個人照顧與保護輔具」、「12 個人行動輔具」、「15 居家生活輔具」、「18 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裝組件」、「22

溝通與資訊輔具」、「24 物品裝置處理輔具」、「27 工具、機器與環境改善輔具」、「30 休閒輔具」。其中本研究依據

失能類別僅探討其中 8 大類，即排除醫療性質之 04、工作環境之 27、休閒之 30、及若干項次類(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家標準 CNS 15390 

主分類[名稱] 次分類 次分類名稱 

05[技能訓練輔具] 0515 基本技能訓練輔具 

0518 各種教育學科訓練輔具 

0533 日常生活活動訓練輔具 

06[矯具與義具] 0618 上肢義肢系統 

0621 美觀上肢義肢 

0624 下肢義肢系統 

0627 美觀下肢義肢 

0630 非義肢之義具 

09[個人照顧與保護輔具] 0903 衣物與鞋子 

0906 穿戴與身上之護具 

0907 固定身體輔具〈非穿戴於身上〉 

0909 穿著用輔具 

0912 如廁用輔具 

0921 皮膚保護與清潔產品 

0924 尿液導引器 

0927 尿液收集器 

0930 吸收尿液與糞便輔具 

0931 防止不自主地漏尿及/或漏便之輔具 

0933 清洗、沐浴或淋浴輔具 

12[個人行動輔具] 1203 單臂操作步行輔具 

1206 雙臂操作步行輔具 

1207 步行輔具配件 

1222 人力驅動輪椅 

1223 動力輪椅 

1231 移位與翻身輔具 

1236 升降輔具 

1239 定位〈定向〉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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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家標準 CNS 15390(續) 

主分類[名稱] 次分類 次分類名稱 

15[居家生活輔具] 1503 準備食物與飲料用輔具 

1506 餐具清洗用輔具 

1509 飲食用輔具 

1512 房屋清掃用輔具 

18[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裝組件] 1803 桌子 

1806 照明裝置 

1809 坐式家具 

1812 床 

1815 家具高度調整輔具 

1818 支撐裝置 

1821 大門、門、窗戶與窗簾開關器 

1824 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建構要素 

1830 增強垂直可近性用輔具 

1833 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安全設備 

22[溝通與資訊輔具] 2203 視覺輔具 

2206 聽覺輔具 

2209 發聲輔具 

24[物品與裝置處理輔具] 2404 作記號材料與工具 

2409 遙控輔具 

2413 輔助及/或替代手臂、手或手指功能的輔具 

2418 伸長取物用輔具 

2421 擺放用輔具 

3030 抽菸用輔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李淑貞、余雨軒(2011)。CNS15390 輔助科技分類手冊。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

中心 

然使用輔具的目的在於協助失能者，使其喪失的身體機能可由輔具得以有施行該失去之能力的動作，依據衛福

部日常活動功能量表定義，失能類別分為 6 項，如表 2 所示。 

表 2 日常活動功能量表失能量表 

6 項類別 項目 評估條件 備註 

進食 吃飯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由鼻胃管進食。 

．只能嘴動，手不會舀，完全由他人餵食。 

不包含自行準備

食物、餐具或盛裝

食物等 

洗浴 洗澡 協助下完成 

．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 

．可自行完成，但執行過程困難或清潔度不佳。 

N/A 

穿 (脫 )衣

褲鞋襪 

個人修飾 需協助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所有項目。 

．需準備用物(如牙膏、牙刷、漱口杯)才可以完成洗臉刷牙，屬於需協

助。 

包括自行洗臉、洗

手、刷牙、梳頭、

刮鬍子 

 穿脫衣物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穿脫過程當中，至少一半以上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完成。 

包括穿脫衣、褲、

鞋、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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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常活動功能量表失能量表(續) 

6 項類別 項目 評估條件 備註 

如廁 大便控制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大便失禁(控)，每週出現超過 2 次(含)以上。 

N/A 

 小便控制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尿失禁(控)，每週超過 2 次(含)以上的失禁(控)，或使用導尿管。 

 

 上廁所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整個過程，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完全需他人協助清潔腸造廔口。 

．插導尿管者，完全需他人協助清理尿袋中的尿液。 

 

移位 移位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不能自行移位，完全需他人協助才能坐起來或需人幫忙才能移位。 

 

平地走動 走路 不能步行 50 公尺，且無法操縱輪椅 

．無法行走 50 公尺以上，完全依賴他人。 

．需要他人協助操作輪椅才能移動，或完全無法操作者。 

 

 上下樓梯 無法上下樓 

．需他人大量協助，如全程需一人雙手費力扶持或需兩人共同扶持。 

．完全無法上下樓梯，可能需別人用背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衛生福利部。https://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 

2.2 專利與專利分析 

劉國讚(2014)指出，產出新發明不是困難的事，困難的是如何確定所研發的標的與他人已成功研發的成果不重

複。故在龐大的專利數量下，進行既有專利的調查，是進行研發工作前所必須確定的(徐凰殷，2016)。歐陽正倫(2010)

專利是用以來保護新技術的法律文件、對於公司來說，專利是普遍用來保護其發明與創造的一種方式。取用我國專

利法最新修正日期 2017 年 1 月 18 日，第一章第 1 條即明確表示「為鼓勵、保護、利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由此可知，專利是政府向專利權人發送的保護文件，其上載明特定發明、創作或

設計，並設立一種法律狀態，經過精心佈局規劃設計而有效的專利權，使專利權人得以在文件上透過專利授權與侵

權訴訟，成為賺取授權金的金礦(車慧中，2004)。 

2.2.1 專利類型 

我國專利法將專利分為發明、新型與設計三類類型，發明專利及設計專利是採實質審查制度；新型則採形式審

查制度。(詳細請見表 3)。 

表 3 中華民國專利制度 

專利類型 發明 新型 設計 

申請資格 發明人或受讓人 同發明專利 同發明專利 

必要程序文件 委任狀、專利說明書 同發明專利 同發明專利 

申請制度 請求審查制(申請日起三年內) 登記制 自動進入審查 

專利期限 申請日起 20 年 申請日起 10 年 申請日起 12 年 

維持費/年費 核准後每年繳交 同發明專利 同發明專利 

國際優先權 第一申請案之申請日起十二個月內 同發明專利 第一申請案之申請日起

六個月內 

異議期 皆無異議期，核准後繳交證書費後直接取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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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華民國專利制度(續) 

專利類型 發明 新型 設計 

主要注意事項 1. 大陸於 2010/11/22 起承認台灣優先權。 

2. 台灣『發明』及『設計』有初審、再審查制度，初審不准仍可申請再審查，由不同審

查官審查。 

3. 發明審查費用以 10 項 Claims 為計算，超過 10 項逐項加收超項費，除非客戶同意，本

所撰寫 Claims 時以不超過 10 項為原則。 

4. 發明不准後可轉為新型，新型申請後在接到核准通知書之前亦可轉為發明。 

5. 新型因為不審查，能快速取得證書，因此策略上有時可考慮發明新型同時申請。 

6. 新型要對仿冒者主張權利時，需先申請技術報告。 

資料來源：引自台灣科技專利商標事務所。取自 http://www.taiwan-tech.com.tw/index2_3.asp 

2.2.2 專利分析 

「專利分析」是透過專利檢索，搜尋出與主題相關之專利，並將許多零散的專利資料轉化成有系統價值的知識

(車慧中，2004)。Chen, Xin, Yuan, et al. (2017)指出專利包含重要的技術信息，透過專利分析可以了解專利的發展趨

勢、關鍵技術分布、企業或國家之間的競爭以及技術發展方向。歐陽正倫(2010)表示透過專利說明書的各個欄位，

例如專利名稱、專利摘要、申請人、申請日等，做成各種專利指標(Patent index)分析，藉著專利指標，可以更清楚

比較不同公司在專利量與質的差異，以及背後的技術能量及資源投入程度。 

專利分析能提供有用的資源於企業的技術管理面(Ernst, 2003)，Ashton and Sen (1988)指出它可作為技術競爭分

析、專利組合管理、研發管理、新事業評估以及產品範圍之監控。且過去研究顯示專利權數多寡與企業經營績效成

正相關(Pakes, 1985; Acs and Audretsch, 1989；洪肇嘉，2011；王智瓴，2014)。可見專利資訊中所蘊含之價值，有必

要進行系統化之分析(歐陽正倫，2010)。Han et al. (2018)將專利作為技術之分析標的，透過專利件數、技術研發重

點分析相關專利的市場前景和前景；Tony, Kun, Zi, Yuchen (2018) 透過專利權人的受讓關係，探討不同策略對不同

權力異動有如何之影響。 

3.專利檢索 

3.1 檢索策略 

透本研究專利檢索策略結構如表 3-1，依據失能類別(表 2)選取失能相關關鍵字，並依據 CNS15390(表 1)擷取

輔具相關關鍵字，再輔以「老人」、「高齡」、「老齡」、「老年」作為本研究關鍵字，此外再排除與本研究無關之 IPC(A01、

A21……等)。本研究以表 4 之檢索策略，檢索申請日為 2018 年 5 月 20 日前之所有台灣專利，獲得與本研究有關之

專利共 3640 件。 

表 4 檢索策略 

項目 內容 檢索欄位 

失能、輔具之 

關鍵字 

((進食 OR 吃 OR 喝 OR 飲食 OR 準備食物 OR 清潔餐具 OR 清洗餐具 OR 

移位 OR 移動 OR 更位 OR 翻身 OR 升降 OR 定位 OR 定向 OR 高度調整 

OR 支撐裝置 OR 門戶開關器 OR 垂直可近性 OR 如廁 OR 上廁所 OR 小便 

OR 大便 OR 小號 OR 大號 OR 尿 OR 糞 OR 漏尿 OR 漏便 OR 洗澡 OR 

洗浴 OR 清潔身體 OR 皮膚保護 OR 皮膚保養 OR 平地走動 OR 行動 OR 

走路 OR 單臂 OR 雙臂 OR 步行 OR 輪椅 OR 義肢 OR 穿衣 OR 穿褲 OR 

脫衣 OR 脫褲 OR 護具 OR 固定身體 OR 穿著 OR 活動訓練 OR 取物 OR 

視 OR 聽 OR 盲 OR 聾 OR 發聲 OR 啞 OR 自理) 

全欄位 

 

邏輯元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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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檢索策略(續) 

項目 內容 檢索欄位 

高齡關鍵字 (老人 OR 高齡 OR 老齡 OR 老年))  

邏輯元 NOT 主 IPC 

2 階主 IPC (A01 OR A21 OR A22 OR A23 OR A24 OR A61 OR A63 OR B01 OR B02 OR B03 

OR B04 OR B07 OR B09 OR B21 OR B23 OR B28 OR B29 OR B31 OR B41 OR 

B44 OR B61 OR B63 OR B65 OR C OR D02 OR D04 OR D05 OR D07 OR D21 OR 

E02 OR E05 OR F01 OR F02 OR F17 OR F25 OR F26 OR G01N OR G03 OR G06F 

OR G07 OR G09) 

時間範圍 ~2018/05/20 申請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專利分析 

本節針對高齡失能者輔具專利進行國際分類號(IPC)分布趨勢相關分析，包含：歷年專利申請件數分析、一階

IPC 專利數分析、一階 IPC 歷年申請件數分析、G 類及 H 類之二階 IPC 歷年申請件數分析、以及對 G 類及 H 類之

二階 IPC 於主要 IPC 或次要 IPC 整合關係之分析，透過深入分析高齡失能者輔具之國際分類號的分布趨勢，瞭解

輔具之技術範圍、研發趨勢及重點技術領域等資訊，以作為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4.1 歷年申請趨勢分析 

歷年專利申請件數分析主要觀察輔具產業之研發趨勢，本研究所得 3640 件專利歷年申請件數如圖 1，由圖可

以發現 2004 年至 2008 年、2010 年至 2013 年兩區間申請量大量增加。一階 IPC 解釋及申請分布表(如表 5)，以 A

類、G 類申請件數最多，其次為 B 類、H 類。 

 

圖 1 一階 IPC 專利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5 一階 IPC 解釋 

一階 IPC 解釋 申請總量 

A 人類生活需要 1105 

B 作業、運輸 496 

D 紡織；造紙 39 

E 固定建築物 187 

F 機械工程；照明；供熱；武器；爆破 167 

G 物理 1016 

H 電學 50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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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為一階 IPC 歷年申請件數趨勢圖，圖中 A、B 類為傳統技術顯現持續穩定發展，在 1994 年 G、H 類電訊

控制等技術進入輔具領域，至 2004 年有大幅增加。2013 年開始 G 類申請量大於 A 類，成為最多的技術類別。由

表 6 發現 G 類二階申請件數以 G06、G08 最多，其次為 G02，G 類二階 IPC 歷年申請趨勢(如圖 3)。由圖 3 發現 2006

年起 G10 開始申請，於 2013 年同時起伏。表 7 為 H 類二階 IPC 專利數表，其中二階 H 類以 H04 最多，其次 H01、

H05。圖 4 為二階 H 類歷年趨勢圖，由圖可以發現 H 類技術起伏不定，在 2004、2008、2013、2015 年申請驟增。

由此可見輔具產業從傳統機械物理研發，隨著科技的發展進步，也逐漸導入電子資訊等技術研發。 

 

圖 2 一階 IPC 歷年申請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6 二階 IPC-G 解釋 

二階 IPC-G 解釋 申請總量 

G01 測量(計量見 G06M)；測試 130 

G02 光學(光學元件或儀器之製造見 B24B，B29D11/00，C03 或其他適宜的次類或類內；材

料本身參見有關的分類位置，如 C03B，C03C) 

96 

G04 測時學 21 

G05 控制；調節 35 

G06 計算；推算；計數(遊戲記分計算機，見 A63B 71/06，A63D 15/20，A63F1/18；書寫設

備與計算器組合者，見 B43K 29/08) 

374 

G08 信號裝置(指示或顯示裝置本身見 G09F；圖像傳送見 H04N) 322 

G10 樂器；聲學 2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 二階 IPC-G 歷年申請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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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二階 IPC-H 解釋 

二階 IPC-H 解釋 申請總量 

H01 基本電氣元件 62 

H02 電力之發電、變電或配電 22 

H03 基本電子電路 2 

H04 電氣通信技術 374 

H05 其他類目不包括的電氣技術 4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 二階 IPC-H 歷年申請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2 二階 G、H 類 IPC 之技術應用 

由圖 2 發現 G、H 部技術為近 10 年以來輔具技術之主流，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此類術之應用。表 8、表 9 為

主 IPC 之 G、H 部專利與次 IPC 關係矩陣，從表 8 可以發現 G06 與 A61 組合最多，其次 G06 與 H04；而表 9 可以

發現 H04 與 G06 組合最多，其次 H04 與 G01 或 A61。若將主 IPC 與次 IPC 互換(如表 10、表 11 所示)，從表 10 發

現 A47 與 G06、G08 組合較多，反之從表 11 中 G06、G08 與 A47 並未組合；表 11 資料可發現電學、資訊技術在

應用於其他領域中尚屬萌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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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二階主要 IPC-G/次要二階 IPC 矩陣 

 
次要 IPC

A01 A43 A45 A47 A61 A63 B25 B60 B62 C02 C08 D02 D06 E02 E03 E05 E06 F03 F16 F17 F21 H01 H02 H03 H04 H05 

主要 IPC 
 

G01 4 3 1 1 1 1 1 2 5 

G02 2 1 1 1 

G04 

G05 1 3 1 1 1 1 2 1 

G06 1 43 3 1 1 1 1 2 1 12 

G08 1 2 11 3 1 2 1 1 1 12 1 

G10 1 

G11 1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9 二階主要 IPC-H/次要二階 IPC 矩陣 

  次要 IPC 
A61 B62 F16 G01 G02 G06 G08 G10 G11 

主要 IPC   

H01       1   1     1 

H02   1   1   1       

H03                   

H04 6     8 1 29 7 2   

H05 2   1 1 3 1 2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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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二階主要 IPC /次要二階 IPC-G 矩陣 

  次要 IPC 
G01 G02 G04 G05 G06 G08 G09 G10 G11 

主要 IPC   

A41         3         

A43 2       1 2       

A45 1         3       

A47 1       6 4     1

A62           1       

B25       1   1       

B32   1               

B42 1       1         

B60 1         3       

B62       2   1   1 1

D03 1                 

E03       1           

E04           2       

E06         1 1       

F04           1   1   

F16   1     1         

F21         1         

F24         1   1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表 11 二階主要 IPC /次要二階 IPC-H 矩陣 

  次要 IPC 
H01 H02 H03 H04 H05 

主要 IPC   

A44       1   

A47 1         

B25       1   

B62   2       

D03   1       

F04   1       

F16         1

F21       2 1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5.結論 

本研究透過專利分析之重要結果摘述如下： 

1. 「高齡失能者」之「輔具」技術領域橫跨 A、B、D、E、F、G、H 類 7 大 IPC 範圍，現今 IPC 分類未有一類

特定技術號歸屬該產業。 

2. 若從電學、物理等技術趨勢分析，發現 1995 年網際網路開始萌芽，至 2004 年大量進入 G、H 領域。如 2004

年專利號 I266252「多使用者圖形介面之操作輔助方法」，此方法是改善遙控之操作按鍵複雜而導致高齡使用

者不便之情況，透過電訊指令與易懂的圖形化顯示達成操作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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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由二階 IPC 專利矩陣分析可發現，G 類與 A 類組合有其功用上之需求，應用領域以 A61(醫學或獸醫學、衛

生學)較多，例如專利號以 M560096「互動式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系統」(主 IPC 為 G06 輔以次 IPC 號 A61、A63)，

在功效上透過檢測高齡者身體狀態結果，以藍牙模組儲存至手機資料庫，使家屬端或醫護人員均可透過手機

或該網際網路平台來檢視測量成績。達成使高齡失能者在獨立生活的同時，給予家庭照護一份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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