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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文獻對於企業知識資本累積影響生產效率的見解，探討知識資

本存量衡量，與企業生產效率評價。並以 Olley and Pakes (1996) 的三階段半

參數估計法修正過去對於知識資本影響生產效率評估時未考慮生產力估計會

面臨的聯立性和選擇偏誤問題，並結合知識資本生產函數的假設，估計生產

力與知識資本累積的影響效果。 利用 2001 年至 2007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電器機械製造業與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的資料結合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註冊紀錄，得出專利註冊權的持有一定程度反映企

業的知識資本累積成果，且對於全要素生產力有正向且統計顯著的影響，但

其影響隨著時間經過而衰退，且衰退的速度隨產業而不同。 專利註冊權也不

僅僅代表企業知識資本累積的成果，知識產權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一種，也

同時是企業排除競爭對手和創造市場障礙的手段，這個結果與我們對於產業

內專利註冊權累積的估計結果相吻合。 根據我們的實證結果，未來政府若要

從事產業創新活動的獎勵應避免單純增加市場障礙，且無益於企業知識資本

累積的政策，改善市場環境和增加競爭程度仍是增進企業生產效率最重要的

因素。  

 

 
 

關鍵字：專利註冊、全要素生產力、半參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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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ent activity an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industries. After reviewing 

the main concepts of measur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knowledge capital, I use a 

3-stage semiparametric estimator developed by Olley and Pakes (1996) to solve 

selection bias and endogeneity problems in order to derive the actual productivity at 

firm level. In addition, combining the data of patent applications documented by SIPO 

with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in three different industries 

documented by NBS, I form a seven year long panel to regress each firm’s 

productivity on its patent stock and several control variables. The estim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patents has positive but moderate impact on the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positive effect becomes weaker as time goes by, which 

implies the patents attained earlier become outdated; however, the decaying process of 

the effect differs across the industries. Furthermore, the patent property, as an indicator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not only reflects firm’s level of knowledge capital but also 

creates legal barriers obstructing opponents to use patented technologies. As a result, a 

high level of patent granted at industry level leads to a lower productivity.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e patent law carefully and 

ensure adequate competition to boost productivity at industrial levels. 

 

 
 

 

Keywords: Patent applic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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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在知識經濟的浪潮和趨勢下，企業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重視和使用程

度日益提高，產業的興衰和個別企業的成敗不再繫於單純的資本投入和人員勞

動，對於知識技術的掌握和產品功能的創新也成為製造業成長、永續經營的重

要因素。高度運用新穎技術和追求產品創新的生產趨勢則反映在企業智慧財產

權的累積，Zheng, Bigsten and Hu (2009) 的觀察就指出，中國大陸的專利申請數

量從 1986 年後呈現 15% 的年成長率攀升，到了 1992 年第一次修訂專利法規時，

年成長率更上升到 22% ， 2000 年中國當局再次修訂專利法規後，國內與國外

發明者申請的數量固定維持 23% 的年成長率。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各產業的研究

發展投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一直穩定攀升，從 1990 年的 0.5% 成長為 2004 

年的 1.35% 。專利註冊的快速成長主要可歸因於高等教育普及後人力資本的累

積、資金借貸市場的完善，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項鼓勵創新和專利申請的補

貼計畫。究竟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對於企業營運成果的影響和貢獻有多大？是否

足以合理化政府針對企業從事相關行為補貼和鼓勵的理由？ Li (2012) 特別提到

中央和地方政府傾注愈來愈多的公共資源引導企業進行相關技術的專利申請，

目的是希望透過知識技術的創新行為維持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和產業轉型。但

專利申請與審查流程的標準不一恐使補貼項目浮濫和專利產權品質下滑。 

另一方面，知識技術的提升一般具有正的外部性，大量的知識技術受到專

利產權保護反而不利於知識共享和市場開放競爭。各產業專利產權的累積現象

可能導致潛在競爭企業的進入障礙，限縮市場的競爭程度，由此衍生特定企業

的經營管理產生怠惰，繼而喪失生產效率。本研究便在企業創新活動的蓬勃發

展和企業專利產權大幅成長的背景，希望能以實證模型進一步探討專利產權的

累積對於中國產業經濟、企業生產效率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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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與主要國家專利申請與核可情況 

 

一、主要國家專利註冊發展概況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的統

計，圖 1 記錄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在內的 2014 年前五大專利申請地區 (國家) 從

2001 年至 2014 年期間每年度專利註冊的申請數。2001 年時傳統創新大國美國、日

本的年度申請數約在 30 萬件以上，遙遙領先中國、韓國與歐洲地區的 10 萬件。

但中國每年的專利註冊申請數快速成長，至 2005 年超越韓國、歐洲地區，2010 年

再超越申請數逐漸下滑的日本，其後成長的幅度更加驚人，於 2011 年之後成為世

界專利註冊申請數最多的國家。這樣的趨勢透露在中國的創新者，不管是個人或

是企業對專利權申請保護的意願和實際行動明顯較他國積極。 

 

 圖 1：主要國家年度專利註冊申請數  

 然而中國專利註冊申請數的驚人成長，背後的推手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積

極倡導和補貼企業進行專利註冊的各項激勵政策產生的效果，個人和企業實際的

技術開發和創新成果需要對照各國每年度專利註冊實際的核可數，較能準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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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創新成果產出和國家整體的創新能量。 由圖 2 可知，美國、日本作為傳統

創新大國的整體趨勢仍然明顯，雖然日本的專利註冊申請數在過去 15 年不斷下滑，

但實際的專利註冊授權仍是成長的趨勢，顯示專利持有人申請時變得更加謹慎，

整體創新發展的能力還是在增加。而中國的專利註冊核可數同樣在過去 15 年快速

的提升，在 2009 年超越韓國與歐洲地區，至 2014 年與日本的專利註冊核可數相

當，快速成長的趨勢不變，惟實際創新的成果並未如專利註冊申請數的「爆炸性」

成長一般驚人。 

 

 

圖 2：主要各國專利註冊核可數 

 

圖 3 則呈現中國在 1985 年制定專利法後，近 25 年專利註冊核可的累積情況。

直至 2002 年底的 17 年間國內累積的專利註冊核可數皆未超過 100 萬件，從 2003

年突破 100 萬筆後專利註冊核可的增加速度逐漸提升，至 2014 年底累積的專利註

冊核可已近 900 萬件，這個現象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國在技術開發和知識資本的

發展成效，也呼應了中國經濟型態逐漸從模仿跟從邁向自主研發、改良的創新型

態。此外近 15 年專利申請註冊數快速成長的現象也引起許多研究的關注，進一步

探討造成企業專利註冊申請意願提高的影響因素和相關的政策補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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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中國境內累積專利註冊核可件數 

接著在圖 4 可觀察到各年度專利註冊申請和實際核可的數量以及核可率變化，

在 2000 年前各年度專利註冊核可率的變化極大，有最低至近 40% 和最高至 80%，

合理推測在早期階段，企業提交的專利註冊資料良莠不齊，或是主管機關也在專

利成立的判定標準摸索不定。而在 2000 年後專利註冊的實際核可數量約為申請數

量的一半，核可率在 50% 微幅調整，審查結果相對穩定。 

 
圖 4：中國境內專利註冊申請與核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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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專利註冊申請和核可管道又可分為境內直接向國家知識財權局申請和

透過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會員國共

同簽訂的專利合作協定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管道申請國際專利保護。

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註冊又依據申請標的的「新穎性」、

「創造性」、「實用性」程度區分成「發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

三種不同類別的專利權。其中「外觀設計」僅要求申請標的的內容不屬於現有設

計，也沒有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外觀設計曾經提出過申請。而「發明」和

「實用新型」專利的標準則較為嚴苛，分別就相較現有技術的原創程度和實用積

極程度授予。圖 5 顯示從 1991 年至 2014 年底三種類型專利占該年度專利核可的

比例，1995 年前的發明專利占比不高，主要以實用新型專利為主；而外觀設計專

利直到 2000 年都僅佔專利總核可數的一小部分，但在 2000 年之後外觀設計專利

的佔比逐步攀升至當年度的 20% 左右，顯現外觀設計專利逐漸獲得市場和企業的

重視，合理推測企業投注在產品外觀差異性的投入增加和相應帶來的經濟效益提

升。 

 

圖 5：各類型專利占當年度專利授權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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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取得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1985 年至 2007 年的專利註冊資料，利用每

年度專利註冊資料記載的專利編號整理出專利實際核可的年份、種類、專利權所

有人等資訊結合中國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從 2001 年至 2007 年規模以上企業的營

運資料，推算樣本中個別企業每一年度實際獲得的專利權種類和數量。利用多階

段估計先得知個別企業每一年度的生產力水準，再依據企業的專利權持有情況和

其他可能影響生產力水準的控制變數進行迴歸估計，得知專利權對企業生產效率

的貢獻係數和特性。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研究的背景、動機和中國境內和相較

主要創新國家的專利註冊發展概況。第二章針對生產力估計方法和創新技術影響

企業生產效率的文獻檢閱，歸納生產力估計面臨的偏誤問題和解決辦法並整理出

過往衡量知識技術對生產力貢獻的實證結果。第三章述敘本研究使用的 OP 生產力

估計法的操作和專利權對生產力迴歸的估計式設定。第四章為本研究使用的兩個

資料庫變數說明、敘述統計和研究假說的建立。第五章詳列了不同模型設定下的

迴歸實證結果和各項假說的實證結果與詮釋。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本研究的主要

發現和面臨的研究限制和未來深入探討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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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企業生產效率的衡量 

 

有關企業生產效率的衡量方法可概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效率前緣法 (Efficient 

Frontier Approach)，由 Farrell (1957) 提出，將企業的生產效率區分為技術效率和

配置效率兩個部分。技術效率是指企業在使用要素投入生產最終財貨及勞務時，

是否達到最大的可能產出，亦即在特定的要素組合下產出水準是否在生產可能集

合的邊緣上，此時不存在節省任一要素還能維持產量不變的可能性。而配置效率

指企業為了生產特定的產出水準，有多種要素投入的組合可以達到目的，而企業

實際生產時雇用的是能讓生產成本極小的要素投入組合才算是達到配置效率。其

中又可依研究者對於企業生產函數的假設分為參數型與無參數型兩種，參數型的

代表有隨機邊界分析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透過給定企業進行生產

活動時的要素投入與產出轉換的特定函數型態，且在估計式加入一個技術無效率

的產出耗損變數，並假設適當的產出耗損分配估計實際的生產成本與產出水準進

行迴歸，分別測度企業的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而非參數型以資料包絡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為代表，透過資料樣本點的探勘，找出企業在可行生

產技術下的生產效率前緣，並給予個別企業相對的效率分數，衡量不同企業的生

產績效表現。 

第二類為非效率前緣法 (Non-Frontier Approach) ，直接假設企業的一切生產行

為皆已滿足技術效率的假設，則產出對一般要素投入的比率愈大，代表企業在從

事生產活動時組合要素投入的生產技術和運用資源的管理知能愈好，而不同企業

生產效率的具體差異體現在總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的數值差

額。若是進一步假設生產函數的特定型態進行要素投入的參數估計，則可將不同

時期或不同生產單位的產出增加分解為要素投入成長和生產知能提高的兩個不同

來源而後者便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Solow (1957) 在衡量技術進步時，即以最小平方法 (OLS) 估計參數型生產函數

的要素投入產量彈性，再以產出成長率扣除要素投入成長率的梭羅剩餘值 (Solow 

Residual) 作為全要素生產力提高的衡量指標，但這樣的衡量指標容易受到參數估

計偏誤的影響，僅能作為企業生產力水準比較的參考指標。Beveren (2012) 針對全

要素生產力的估計議題和偏誤修正方式做了詳盡的闡述，在 Marschak and 

Andrews (1944) 就有提到企業的要素投入決策和本身對當期的生產能力認知有關，

使後來以最小平方法估計全要素生產力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備受質疑。為了解決企

業會因應隨機生產力衝擊調整最適要素投入雇用量，使當期要素投入與實際產出

衍生內生性問題，研究者發展出不同的模型假設與估計方法，如 Blundell and 

Bond (2000) 發展出一般動差估計法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以前

期的要素投入作為解釋變數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搭配與當期企業產出的

正交性質 (Orthogonality)，建構對於要素投入參數不偏、一致的估計量，被稱為差

分動差估計 (Difference-GMM) ，但因為該估計法的標準誤經常因資料樣本不足而

過大，不易進行估計，遂有修正後的系統動差估計 (System-GMM) ，順利克服企

業生產活動的聯立性也免除樣本點須跨時較長的資料門檻。 

然而全要素生產力的估計不僅面臨要素投入與生產力之間具有內生性，

Jovanovic (1982) 和 Hopenhayn (1992) 也指出，企業的生產力水準與是否繼續營運

或退出市場的行為有關，這導致研究者在蒐集市場訊息進行全要素生產力估計時，

無法收集到受到嚴重負面生產力衝擊，決定提早離開市場的企業資訊，而有高估

個別企業生產力水準的選擇偏誤問題 (Selection bias) ，Olley and Pakes (1996) 巧妙

地利用半參數估計法，採取與 GMM 估計不同的策略，並不尋找與生產力衝擊獨

立又與要素投入有直接相關的工具變數，而是將估計步驟區分為三個階段，先以

企業投資金額作為生產力水準的代理變數 (Proxy Variable) ，排除部分要素投入在

估計時與生產力相關的問題，並在第二階段先估計企業的存續機率修正因企業在

生產力低於某一水準就會從樣本中消失的自我選擇偏誤。最後再透過間接估計的

方式分別估計出各項要素的參數，較能精準地計算實際的企業生產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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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新活動與生產力關聯 

 

面臨產業快速的變革與市場競爭的威脅，企業經常需耗費龐大的成本從事研

究發展活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Griliches (1979) 即在該研究中探討

企業的 R&D 投入將以知識資本形成的方式提高自身生產知能繼而在未來享有更高

生產效率的回報，實際上企業在經濟生產的過程中，不僅利用實質的人員勞動、

實體資本投入，企業個別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也很大程度地影響最後的經濟產

出和傳統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因此提出在傳統生產函數中加入嶄新的要素投入

類別──知識資本，以利研究者更細緻地了解企業在從事經濟生產時，各項要素投

入和經濟產出的轉換關係，同時也能深入分析企業進行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累積

的成效和相應帶來的報酬。 

為了要量化企業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累積，必須尋找適合的指標和抽象的

生產知能累積建立密切連結，因此 Griliches (1979) 提出利用企業從事 R&D 的支

出費用建構類似實體資本的知識資本存量 (Knowledge Capital Stock)，並假設知識

資本存量與實體資本存量相同，隨著市場變革逐漸過時、淘汰而折舊。往後文獻

衡量企業知識資本的方式主要從兩個不同角度，分別是企業從事 R&D 活動的投入

和產出面向。如 Crépon, Duguet and Mairessec (1998)、Janz, Lööf and Peters (2003) 

和 Nesta (2008) 便利用企業每年的 R&D 支出費用作為企業進行 R&D 活動的投入，

以及使用新產品營收作為企業累積知識資本的具體產出，發現不管是使用企業的

R&D 投入或成果作為解釋變數皆對生產力提升有正向影響。 Jaffe, 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 (1993) 更進一步在其實證研究指出，新知識和專利技術的創造，會

在鄰近地區先產生效益，透過研發人員和專家的網絡關係，再逐步擴散到整個產

業。國內文獻則有楊志海、陳忠榮 (2001) 針對 1996 年至 1998 年科學園區內企業

在創新投入指標和創新成果，如專利或新產品營業額對於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進

行估計，同樣也發現企業從事 R&D 等活動累積知識資本對於本身的生產力有很

大的影響，而且因為區位因素和聚集效果使得園區內外的高科技企業存在生產力

的差異。 

針對中國企業的知識資本累積的創新投入和產出對生產力影響的實證分析，

可見於 Hu, Jefferson, and Jinchang (2005)，利用 1995 年至 1999 年的國內與國外市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65281&type=AC&show_name=%e6%a5%8a%e5%bf%97%e6%b5%b7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64879&type=AC&show_name=%e9%99%b3%e5%bf%a0%e6%a6%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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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技術移轉進行實證估計，得出活躍於技術交易的企業生產力也較高的結論。

Wang and Kafouros (2009) 則指出除了在研發資本支出、研究人才質量等直接影響

企業進行研發活動的意願和強度會直接影響企業生產力，市場競爭強度、產業集

中性和企業的資本結構等因素也會間接地產生激勵作用，影響企業生產力表現。

而且在中國開放市場的過程中，也設立各式的優惠政策希望能加速引進外資，目

的就是希望借重國際企業的既有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引介，快速提高中國企業的生

產力，因此企業的資本結構也成為企業生產力變異的一個重要解釋來源。Lach 

(1995) 則依循相同邏輯，利用專利核可數作為企業 R&D 活動的具體產出成果，並

用以衡量企業的知識資本累積結果，發現估計出的彈性係數為利用 R&D 支出費用

估計係數的三到四倍，顯現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已經形成無形資產的專利註冊權

對於企業實際的生產行為有較大且具體的連結關係。這樣的現象或與 R&D 活動的

高度不確定性與專利權申請的內容通常是企業核心關鍵的生產智能有關。 

 上述的文獻皆證實企業從事知識的創新活動有助於生產力的提高，然而使用

不同的知識資本衡量指標將導致估計結果存在很大的變異。本文以實際的專利註

冊核可數取代以往文獻使用 R&D 費用和新產品營收等指標衡量企業創新活動的成

果更能具體反映企業的知識資本累積實況，而且過往研究知識資本對於生產力影

響的文獻主要是直接使用 OLS 或固定效果模型進行估計，因而對於生產力的衡量

存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的若干估計問題，推論結果缺乏精確的計量基礎。本研究奠

基在既有文獻的研究基礎上，結合中國專利數據庫對企業專利註冊的詳實紀錄和

內容分類，依循 Olley (1996) 修正生產力估計問題的方法，冀望能更準確探求企

業的知識產權累積對於生產力提升的實證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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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採用 Olley (1996) 提出的三階段半

參數估計法，以修正最小平方法 (OLS) 估計生產力時，無法解決誤差項與解釋變

數的聯立性問題，和未考慮低生產力企業退出市場的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 。

接著在第二部分以 OP 估計法求得的個別企業生產力水準對企業掌握的知識產權

和其他控制變數進行迴歸估計，藉以推測知識產權的持有情況對企業生產效率的

的實際影響和程度大小。 

依循過往文獻的設定，本研究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符合 Cobb-Douglas 形態 

j
m

j
k

j
l

ijtijtijtijtijt MKLTFPY


 , (1) 

 

其中 ijtY  、 ijtL  、 ijtK 、 ijtM 分別為產業 j 的企業 i於第 t年的經濟產出、勞動

要素投入、實體資本要素投入和原物料要素投入； ijtTFP 則是該企業當年度的全要

素生產力水準。與過往文獻不同，本文主張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特別受到生產流

程和產品開發相關的技術掌握影響，於是參考 Griliches (1979) 和 Adams (1990) 的

做法將 (1) 式中的 ijtTFP 細分為如式 (2) 。 

0
eXPTFP

j
x

j
p

ijtijtijt  , (2) 

其中生產力水準的組成分為 
j
p

ijtP


 與 0
eX

j
x

ijt  兩個部分， ijtP 是產業 j 的企業 i於

第 t年對生產力造成影響的知識資本，並隨著企業的創新活動累積成長，是本文欲

探討的關鍵要素投入；其他與知識資本無關卻會對企業生產力水準有影響的企業

營運狀況、體質特性、市場地位等變數則歸入 ijtX ，而 0 則是估計中的常數項。1 

 

                                                   
1
在估計專利產權對生產力的影響係數時，將會放寬常數項的假設，令 tj tji  0 ，控制

個別企業、產業、時間影響生產力的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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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Olley-Pakes 全要素生產力估計  

 

 為了要進行知識技術投入對生產力提升的係數估計，首先必須針對個別企業

推估可靠、準確的生產力水準。 將式 (1) 的等式兩邊同取自然對數可得式 (3) 估計

式 

ijtijt

j

mijt

j

kijt

j

lijtijt mkly   0 , (3) 

ijty 、 ijtl 、 ijtk 、 ijtm 分別對應產業 j 的企業 i於第 t年的經濟產出、勞動要素

投入、實體資本要素投入和原物料要素投入對數值， ijt 0 為企業在要素雇用決

策時觀察的到，但研究者無法知悉的生產力水準 (TFP) 對數值， ijt 則是企業和研

究者均無法事先知悉，且無法因應調整其它要素投入的生產力衝擊，符合一般估

計假設的白噪音 (White Noise) 特性。 若能求得各項要素投入係數 j

l 、 j

k 、 j

m  

的一致估計值，便可利用已知的 ijty  減去要素投入的估計貢獻求得 ijtTFP 的對數值，

即 

)ˆˆˆ()ln( ijt

j

mijt

j

kijt

j

lijtijt mklyTFP   , (4) 

若依照 Solow 剩餘值的最小平方法 (OLS) 估計方式，則估計時 ijt  會被計

入 ijt  ，使估計時部分要素投入和隨機干擾項具有相關性，原因是勞動雇用和原

料採購的決策取決於企業對當期 ijt 水準的認知，在生產力水準較高的時期，企業

會察覺勞動和原物料投入的邊際生產力提高，因而提高勞動需求和原物料需求，

反之則減少勞動和原物料投入的雇用。因此直接使用 OLS 將會高估勞動與原物料

投入的偏產出彈性。另外，當企業的生產力低於特定水平，意味著該企業將要素

投入轉換成經濟產出的代價高昂，在市場上不具備成本優勢，競爭力下滑，情況

嚴重者將導致該企業結束營業，退出市場，因此在研究者蒐集到的資料樣本中，

僅會有存續企業的數據，因而又有高估企業生產力的選擇偏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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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修正 OLS 的估計偏誤，依循 Olley-Pakes 三階段的估計步驟： 

一、尋找生產力水準的代理變數、消除聯立性 

 

 Olley (1996) 在該篇文章提到，相較生產力低的企業，生產力高的企業合理地

預期未來的生產力較可能維持在相對高的水準，使得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較大，

實體資本設備的投資報酬率較高。反映這個預期行為的結果便是企業投資的金額

受到當期觀測到的生產力水準影響，投資需求函數 ),( ijtijtijt kII  ，投資金額隨著

生產力水準的提高而增加，而隨著實體資本存量的增加，實體資本邊際生產力的

遞減而減少。 進一步假設投資金額是企業生產力的嚴格單調遞增函數 (Strictly 

monotonic increasing function) ，在給定任意實體資本存量的情況下，以反函數的

型式將生產力水準表為 

),( ijtijtijt kIh , (5) 

 

由於我們並不知悉式 (5) 的特定函數型態，本研究以投資金額和實體資本存

量的 3 次多項式近似，並代入式 (3) 的估計式得到 

ijtijtijtijt

j

mijt

j

lijt Ikmly   ),( , (6) 

進行第一次 OLS 估計， 其中 ijt

j

kijtijtijtijt kkIhIk   ),(),( 0  ，此時企業的

生產力水準已納入由實體資本和投資金額組成的多項式 ),( ijtijt Ik  中，不再進入隨

機干擾項造成解釋變數和誤差項具有相關性的聯立性問題，便能先求得勞動投入

和原物料投入係數的一致估計值 j

l̂ 、 j

m̂ 。 

二、估計企業退出機率，修正選擇偏誤問題 

 

Ericson 和 Pakes (1995) 將企業持續經營和最適投資選擇的行為表述為 (5) 式： 

]|)1,,([E )(),,(sup,{),,( 111
0

titittitititt
I

ititt JtkVIctkMaxtkV
it

 


 , (7) 

其中 tV  是企業在第 t  期最適行為下可產生的最大收益，   是企業結束營運，

清償現有資產的變現價格 (Sell-off value)， t 則是依據第 t  期市場情況、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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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和實體資本存量繼續投入生產可達到的最高利潤水準， )( itIc 是為了形成新的

實體資本衍生的資本支出和費用， 是折現因子。企業的每一期決策是根據已知

的現有資產和生產力水準，比較持續營運的預期利潤現值和當期清償資產價格的

大小。在給定第 t期市場情況和實體資本存量的條件下，有存續生產力下限

),( tkit 使得持續營運的預期利潤現值與清償資產價格相等，則當企業生產力低於

時，企業將選擇退出該市場，建構退出虛擬變數為 



 


Otherwise,    0

),,(if1 tk
Exit

ititit

it

　　
 

進一步推算企業第 1t 期存續機率 

]1),t,(k|0Prob[ it1it1it1it   Exit  

 = ]1),t,(k|Prob[ it1it1it1it1   it  

 = )1),t,(k( it1it1it     (8) 

 = ),I,k( itit t  (9) 

(8) 式即為企業預期下一期生產力高於存續生產力下限的累積機率密度函數，

且第 1t 期的實體資本存量實際上由第 t期的實體資本存量和企業投資額共同決定，

將 (8) 式改寫為 (9) 式，並利用資料中企業實際存續和退出的記錄以 Probit 二元迴

歸模型對同期的實體資本存量、投資金額、時間變數及各自平方項和兩兩交乘項

進行企業的存續機率估計。 

 

三、以存續企業，修正選擇偏誤問題 

 

回到 (5) 式中待分解的未知函數 ),( ijtijt Ik  ，在第一階段估計的條件期望值 

 ]0t,,|ˆ-ˆ-E[]0t,,|ˆE[  ExitkmlβyExitk ijtijt

j

mijt

j

lijtijtt   

 = 0],|E[ 1-ijtijt0  Exitkijt

j

k   

 = ),( 10  ijtijtijt

j

k gk   

 = )ˆ,g( 1-ijt0 tijt

j

k 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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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式中 1ijt 仍然未知，改以估計值 111
ˆˆ

  ijt

j

ktijt k 取代，並改寫為估計

式得 

,)ˆ,ˆ(ˆ
110 ijtijttijt

j

ktijt

j

kt kgk     (11) 

其中 )(g 函數型態亦未知，估計時以 11
ˆ

  ijt

j

kt k 與 t̂ 的三次多項式近似估

計， ijt 為第 t 期時，企業未能於第 1t 期猜測時預料到的技術進步與生產力衝擊，

與 ijt 同樣符合白噪音特性，但 ijt 被包含於 )ln( ijtTFP ，是企業雇用要素投入時已知

悉的訊息。此時 ijtk 、 1, tijk  與 ijt 、 ijt  不具相關性且已納入企業存續機率的修正，

利用 NLS 估計法可得係數 0̂ 、 j

k̂ ，搭配早先估計的係數 j

l̂ 、 j

m̂  ，以 (4) 式計

算 TFP 對數值完成第一部份個別企業生產力的估算。 

 

 

第二節 知識產權對全要素生產力影響估計 
 

 利用第一節得到的企業生產力水準，進行第二部分知識產權和控制變數的迴

歸估計，同樣將 (2) 式取自然對數獲得線性迴歸估計式 

ijtijt

j

wijt

j

pijt xpTFP   0)ln( , 
(12) 

 

tj tji  0 , 
(13) 

在 (12) 式， 0  被再次分解如 (13) 式是為了控制企業生產力受到企業 i、產業

j 或第 t年的固定效果衝擊。 ijt  即為第一節提到，企業事前無法預測但可觀察因

應的生產力隨機衝擊。 ijtp  是本研究感興趣的關鍵變數知識資本，和 TFP 一樣在

迴歸模型中以自然對數形式進行估計，因此所得係數 j

p  就是專利權數對生產力

提升的對應彈性。為了避免實務上大多數企業未持有任何專利註冊導致對數值接

近負無窮大，本研究在專利註冊數轉為對數值時統一加上 1 個單位，使原本未持

有任何專利的企業在估計式中專利註冊量不會對生產力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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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過去文獻的經驗累積和經濟理論的指引，本研究認為個別企業的生產效

率會受到該企業的自身特性、專利權的持有情況和所屬產業特性及所在地區專利

權的分布情形影響。為了檢驗專利權和其他因素對於生產力的影響，本研究建立

若干假設並利用迴歸估計加以驗證，釐清專利權對生產力提升的貢獻和實質效果。 

 

假說一：持有愈多專利權的企業，生產力相對較高 

持續投入技術開發和產品創新的企業被視為相較其他同業競爭者有更積極的

營運決策，也意味著在要素投入的資源調度和整合會有更積極的作為。而重大的

研發創新成果最後通常會轉化為具體的專利權資產，不論該專利的內容是較節省

成本的生產技術或是改良式的產品設計，甚至是新穎、原創的生產流程或產品功

能，都將為持有該專利權的企業帶來生產上的成本競爭優勢或是產品差異性的市

場有利地位，因而有效地節省要素投入或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商品產出，繼而反

映出較高的生產力，因此本研究預期個別企業專利權的持有數量將會與生產力的

水準呈正向關聯。 

 

假說二：新舊專利權對生產力的提升效果不同，存在影響衰退現象 

專利權對於生產力的正向積極作用導因於嶄新的技術或新穎的產品功能設計

及對於該專利內容的壟斷使用地位。因此隨著時間的經過，產業的擴張、進步，

同業競爭者發展出類似的替代技術等，專利權對於持有的企業生產力的正向影響

效果將會逐漸遞減，並隨著該項技術的過時和產品功能普及最終消散。 

 

假說三：相同產業或地區的專利權數目總和影響個別企業的生產力 

由於產業或地區內的專利權總和代表具體知識技術的累積成果，企業若處於

創新知識密度較高的產業或地區，則可以預期企業面臨的創新壓力較大，可供參

考的相關知識技術也較多，也比較容易尋求共同合作開發知識技術的策略聯盟對

象，繼而能夠提高企業自身的生產力；然而，專利權本身有法律賦予的壟斷地位，

有設立市場進入障礙的策略性功能，有效排除競爭對手的進入與限制其他人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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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術發展的結果，會削弱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力道，降低企業促進生產效率

和改善營運體質的誘因。 

 

假說四：不同類型的專利權對於企業生產力提升的效果不一 

由於資料允許進一步將企業持有的專利權區分為「發明」、「實用新型」與

「外觀設計」三種不同類別的專利類型，依照產業的性質，生產流程的實際搭配

和市場對產品接受度的變異，本研究好奇不同類型的專利權對於生產力提升的貢

獻效果可能存在不同的實證結果。例如：對於求新求變的消費性電子企業，外觀

設計類的專利權可能對生產力的影響效果較大，而對於著重實際營運、安全要求

較高的鐵路運輸業者，外觀設計類的專利權相較另兩類專利權對生產力的影響可

能相對極小。 

 

此外為了得到專利註冊權對生產力影響的迴歸係數一致估計量，避免有變數

忽略產生的偏誤 (Omitted bias) ，迴歸估計式內除包含若干專利權的關鍵變數，也

放入其他如企業年齡、規模、國有資本及外國資本參與比例，以及所屬產業和時

間年度的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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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說明與變數建構 
 

 

 

第一節 資料庫說明與結合 

一、專利註冊數據庫 

 資料來源為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SIPO) ，詳細記載每一筆接獲申請並核可的

專利註冊編號、專利內容簡要說明、專利權所有人、專利發明人、專利申請代理

人和專利權所有人居住地區和詳細地址。分析專利註冊編號可得知每一項專利的

申請日期、審查通過日和專利權所屬的種類為發明、實用新型或是外觀設計類。 

資料庫中包含直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的項目和經由國際專利合作協定申請註

冊的國際專利，為排除潛在的屬性差異和佔極小比例的國際專利影響分析結果，

本研究僅針對國內的專利註冊資料進行數據庫結合和後續迴歸估計。 

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本研究的另一個資料來源為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由中國國家統計局 (NBS) 

彙編。內容記錄各行業年度銷售總額在人民幣五百萬元以上的受調查企業提報的

工業生產訊息和財務營運狀況，分別由各地方統計局製編成季報和年報最後彙整

成全國年度數據。為使資料的分析更加準確，本研究取用的企業營運資料橫跨 

2001 年至 2007 年，原因是 2001 年以前與 2008 年之後該數據庫的部分統計指標

有衡量標準或記錄單位的變更。總共七年的面板資料包含 63 萬家企業，個別觀察

值 241 萬筆。然而根據聶輝華等 (2012) 的檢驗，此資料庫內容雖豐碩，在進行分

析時卻必須注意變數值闕漏和誤報等問題。該研究發現因為登記錯誤或其它因素，

約有 1% 的樣本，存在公司名稱相同，但企業代碼卻不同的錯誤。此外，該數據

庫也存在一些變數值異常的現象，例如部分會計科目資產項出現負值，或是科目

間的運算結果與會計定義不符。因此本研究遵循謝千里等 (2008) 的作法，刪除資

料缺失、企業代碼相同，同一年度重複出現的資料筆數近 90 萬筆，再將總資產、

固定資產淨額、總負債、長期負債等會計科目小於零和總資產小於固定資產或流

動資產、總負債小於長期負債或短期負債的會計資訊異常的企業觀察值剔除，計

刪除 2204 筆資料。餘下 46 萬家企業，共 151 萬筆觀察值與專利數據庫進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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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建構與敘述統計 

 

一、變數挑選與設算 

 本研究是利用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的假設進行企業生產力的估計，因此首

先要建構一連串合理衡量產出、要素投入的變數，在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指涉

經濟產出的主要有三項變數，分別是企業當年度的營收額、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

加值。然而營收額實際上就是企業的銷貨收入總額，更大程度呈現的是企業銷售

產品、賺取收益的能力，受到通路、廣告行銷的影響。而 Olley (1996) 應用該估

計方法在一個包含勞動投入、實體資本存量和能源支出的生產函數，較接近工業

增加值的概念。但企業使用各項要素投入進行產品的製造與生產時，中間產品和

原物料成本經常占有成品價值的一大部分，而且使用一個包含中間原物料投入的

生產函數將幫助研究者獲得更充分的估計訊息 Levinsohn (2003) ，因此本研究最

終是以數據庫的工業總產值作為生產函數迴歸的被解釋變數。 

 在要素投入方面，本研究假設企業產出的創造需應用到人力投入、實體設備

的輔助和半成品、原物料的加工。有些文獻分別使用員工薪酬費用、員工勞動時

數等不同指標衡量人力投入，囿於數據庫資料的取得，本文以資料庫中企業的職

員工人數作為人力投入的變數值；固定資產淨額作為實體資本投入的變數值；工

業中間投入的金額作為原物料投入的變數值，依照該數據庫的說明，工業中間投

入除包含原料的進貨成本，還包含為了取得原物料而衍生的採購、管理費用。因

OP 生產力估計法須用到企業投資額作為生產力的代理變數，本研究另以當期固定

資產淨額和前期固定資產淨額的差項加上當年提列折舊設算每一期的投資金額。2

最後，本研究根據相同企業前後年的存續情況自行產生代表企業離開或續留產業

的虛擬變數，除 2007 年外，若該企業在往後年度無紀錄，則離開虛擬變數值為 1，

反之不管往後年度資料是否連續，只要相同的企業持續出現在較晚的年度，則離

開虛擬變數為 0。3詳細敘述統計如表 1。 

                                                   
2
 值得注意的是，前後兩期固定資產淨額的差異也可能導因於企業進行固定資產處分。 

3
 企業資訊從數據庫消失的原因除了結束營業，也可能是遭到合併或當年度營收規模未達數據庫記

錄門檻的五百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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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產力估計階段基本敘述統計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5百分位數 中位數 75百分位數 偏度係數 峰度係數

工業總產值 (千元)
68461 173425.3 1502535 502.9586 1.14E+08 11327.83 24846.7 69207.84 32.26372 1428.51

職員工數 (人)
68461 321.543 1242.499 5 94338 60 111 250 36.51659 2245.037

固定資產淨額 (千元)
68461 38034.86 284975.1 0.7839448 1.54E+07 1425.645 4140.259 13695.58 26.5355 962.5608

中間工業投入 (千元) 
68461 110645.2 850283.3 0.7211885 4.90E+07 7557.235 16912.23 46770.6 28.62389 1087.115

投資額 (千元)
54321 14602.72 123350.4 0 1.27E+07 242.1649 1196.007 4801.683 39.51248 2760.375

工業總產值 (千元)
79336 80860.89 505683.2 502.0661 4.93E+07 9472.934 20192.03 52756.27 51.10355 3596.535

職員工數 (人)
79336 243.1923 685.7294 5 41000 52 100 216 19.45623 676.6441

固定資產淨額 (千元)
79336 15750.14 76219.29 0.7839448 4844105 1135.356 3214.092 9744.873 26.29817 1084.543

中間工業投入 (千元) 
79336 67774.91 461339.5 0.7211885 4.77E+07 7667.832 16439.65 43094.25 56.26072 4286.462

投資額 (千元)
62766 5940.163 34844.06 0 3171482 157.1866 860.0474 3286.539 37.75445 2525.99

工業總產值 (千元)
51480 249565.6 1552386 501.7606 8.43E+07 11289.5 27479.98 89756.1 22.36957 751.4773

職員工數 (人)
51480 478.3382 1339.113 5 82067 75 160 412 18.38316 654.4197

固定資產淨額 (千元)
51480 47254.41 267122.4 0.7839448 2.06E+07 1440.295 5218.787 21884.74 29.10764 1430.123

中間工業投入 (千元) 
51480 180249.4 1158619 0.5866548 6.59E+07 7405.901 18142.79 60098.12 22.22111 751.1658

投資額 (千元)
40521 17664.65 103673.2 0 7959538 232.1451 1472.78 7387.237 30.56445 156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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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利註冊係數估計階段，本研究依照專利註冊數據庫記載的每一筆專利

註冊權所有人計算每一年度個別所有人獲得的專利註冊核可件數、並依照專利

序號中的代碼分別計算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註冊的件數。接著與全

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屬於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電器機械製造業、資訊與電信

設備製造業 2001 年至 2007 年的企業營運資料進行合併，合併時以相同企業代

碼在不同年度的企業名稱，和專利註冊權所有人進行比對，刪除僅在專利註冊

數據庫出現的觀察值，留下兩數據庫成功合併和原先就存在於全國工業企業數

據庫的觀察值，並將當年度未與任何專利註冊資料連結的企業專利註冊數視為

0，最後完成合併的資料共計 65609 家企業，總計 199,277 筆的觀察值，其中

8043 家企業在 2007 年以前擁有至少一項專利，占整個樣本群企業的 12.26%。4 

 依循過往文獻的討論，影響企業生產力水準的變數，除了本研究關注的各

類專利註冊數目，尚須考慮企業自身特性、產業與市場環境等因素。其中企業

年齡是以當期年度減去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記載的企業開業年度產生，總資

本額是以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國家、集體、法人、個人、港澳台、外國等五

項來源的實收資本額加總而得。另外我們分別以國家、外國實收資本額占總資

本額的比例建構國有資本參與比例和外國資本參與比例兩個解釋變數。市占率

則以企業當年度工業總產值占全產業工業總產值之和的比例計算，市場集中度

指標則是取用賀芬達爾 – 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的計算

公式，以四位數產業代碼的企業市占率平方加總而得，公式為 

 3 2, 1,   for  ,2  jS
jN

i ij 。  

相關變數中，除生產力、國有資本比例、外國資本比例、市占率、產業集

中度指數無單位外，各項專利註冊權單位皆為件數、總資本額單位為千元，詳

細敘述統計如表 2，相關係數矩陣則如表 3 。

                                                   
4
 在專利註冊數據庫的資料中未能與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合併的可能情況有二：一是該專利權所

有人屬於單一（多）個人，而非企業；二是擁有該專利所有權的企業並未達到年銷售總額五百

萬人民幣以上的全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收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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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專利註冊影響係數估計階段基本敘述統計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5百分位距 50百分位距 75百分位距 偏度係數 峰度係數

當期專利註冊數 68461 0.2594032 6.336118 0 792 0 0 0 84.74967 8641.246

累積專利註冊數 68461 0.8198829 16.29893 0 2393 0 0 0 93.06703 11022.23

地區專利註冊數總和 68461 408.846 893.6784 0 11518 28 135 366 6.626413 67.84284

子產業專利註冊數總和 68461 345.7393 353.6282 0 2510 68 185 514 1.501242 7.339313

企業年齡 68461 10.7052 11.92586 0 80 3 7 12 2.135684 7.474877

企業資本額 68137 8.325442 1.817352 0 16.63092 6.907755 8.190077 9.425451 0.4184187 3.299704

國有資本參與比例 68137 0.1019882 0.2893617 0 1 0 0 0 2.62509 8.1036

外國資本參與比例 68137 0.0803931 0.2485969 0 1 0 0 0 3.067184 10.98193

當期專利註冊數 79336 0.3041873 5.686882 0 1008 0 0 0 100.8301 14619.46

累積專利註冊數 79336 1.186321 14.0614 0 1822 0 0 0 58.4159 5280.512

地區專利註冊數總和 79336 524.9717 1282.826 0 11518 41 172 420 5.964242 45.73184

子產業專利註冊數總和 79336 179.5474 186.8131 1 1354 69 131 225 3.235203 17.9273

企業年齡 79336 9.044141 9.464714 0 80 3 6 11 2.526349 10.66607

企業資本額 78974 8.19893 1.654849 0 14.82722 6.907755 8.083328 9.228082 0.2944099 3.034952

國有資本參與比例 78974 0.0453593 0.1952004 0 1 0 0 0 4.353612 20.58037

外國資本參與比例 78974 0.0874112 0.2646238 0 1 0 0 0 2.924411 9.91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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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表)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5百分位距 50百分位距 75百分位距 偏度係數 峰度係數

當期專利註冊數 51480 0.8420163 35.97027 0 5166 0 0 0 117.3739 15467.2

累積專利註冊數 51480 2.266706 84.1173 0 14376 0 0 0 130.5749 19767.32

地區專利註冊數總和 51480 1043.208 2225.544 0 11518 102 270 754 3.562783 15.69315

子產業專利註冊數總和 51480 387.9216 596.1712 0 7887 104 205 498 7.654088 86.5604

企業年齡 51480 7.737918 7.657348 0 72 3 6 10 2.932897 14.44264

企業資本額 51211 9.012815 1.860646 0 16.27784 7.600903 9.019785 10.30895 0.1328968 2.832128

國有資本參與比例 51211 0.0519163 0.2031628 0 1 0 0 0 4.007188 17.82874

外國資本參與比例 51211 0.2271889 0.4017926 0 1 0 0 0.25 1.300519 2.794352

資
訊
與

通
信
設
備
製
造
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表 3：估計變數相關係數矩陣 
 

 
 

 

全要素生產力 當期專利 累積專利 產業總專利 地區總專利 企業年齡 總資本額 市佔率 產業集中度 國有資本 外國資本

全要素生產力 1

當期專利 0.013 1

累積專利 0.0147 0.9669 1

產業總專利 0.0443 0.0763 0.0765 1

地區總專利 0.0987 0.0317 0.0337 0.1262 1

企業年齡 -0.0855 0.0058 0.0131 -0.0719 -0.0588 1

總資本額 0.0428 0.1376 0.1419 0.0709 0.0257 0.0461 1

市佔率 0.0919 0.147 0.1589 0.0174 0.0105 0.0418 0.4855 1

產業集中度 0.0512 0.0149 0.0156 0.2079 0.0036 0.005 0.1971 0.2129 1

國有資本 -0.0698 -0.0005 0.0026 -0.0666 -0.0683 0.4007 0.0434 0.0302 0.0413 1

外國資本 0.1036 0.0017 0.0023 0.0715 0.1037 -0.1207 0.099 0.0826 0.0389 -0.0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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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權企業家數、產值合計在各產業的分布情況 

進一步將企業依專利註冊情況分類，表 4 描述三個產業在 2001年至 2007年

擁有專利權的企業家數與專利權企業家數占所屬產業的比例。表 5 則呈現專利

權企業的產值總和在所屬產業總產值的占比。對照表 4 和表 5 可以發現，持有

專利的企業家數占整個產業的比例通常不會太高，約在 10% 上下，然而這些手

上握有專利的企業產值經常佔據所屬產業達三至四成的市占率，推測專利技術

的掌握有助於鞏固企業的市場地位；而且規模大、市占率高的企業也擁有較多

資源進行技術開發和負擔昂貴的專利註冊成本，繼而提供擁有專利權的企業更

多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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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產業專利權企業年度家數合計和占比 

年份 專利權企業家數 企業總家數 專利權企業家數佔比

2001 505 6,805 7.4%

2002 690 7,288 9.5%

2003 846 7,802 10.8%

2004 1,060 11,286 9.4%

2005 1,175 11,113 10.6%

2006 1,327 12,302 10.8%

2007 1,571 13,894 11.3%

2001 933 8,555 10.9%

2002 1,122 9,134 12.3%

2003 1,248 8,927 14.0%

2004 1,582 12,939 12.2%

2005 1,689 12,642 13.4%

2006 1,912 13,637 14.0%

2007 2,115 14,868 14.2%

2001 427 4,521 9.4%

2002 583 4,875 12.0%

2003 778 5,452 14.3%

2004 1,069 8,588 12.4%

2005 1,247 8,651 14.4%

2006 1,448 9,401 15.4%

2007 1,780 10,88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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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產業專利權企業年度產值合計和占比 

 
 

年份 專利權企業產值 總產值 專利權企業產值佔比

2001 211,861,232 651,181,184 32.5%

2002 350,036,320 938,294,848 37.3%

2003 667,160,192 1,520,977,280 43.9%

2004 656,611,840 1,631,097,728 40.3%

2005 774,683,264 1,851,729,408 41.8%

2006 987,390,208 2,382,564,096 41.4%

2007 1,415,522,816 3,165,134,336 44.7%

2001 179,359,984 552,347,520 32.5%

2002 205,163,008 625,637,888 32.8%

2003 263,898,208 709,311,936 37.2%

2004 280,935,904 843,444,352 33.3%

2005 404,817,376 1,021,387,840 39.6%

2006 477,605,664 1,238,885,632 38.6%

2007 536,169,120 1,448,585,472 37.0%

2001 239,291,536 878,022,848 27.3%

2002 364,981,792 1,130,604,160 32.3%

2003 500,963,936 1,420,754,816 35.3%

2004 575,789,120 1,861,888,640 30.9%

2005 665,623,680 2,203,573,760 30.2%

2006 802,961,664 2,559,418,624 31.4%

2007 927,186,496 2,824,618,496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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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企業與產業生產力估計 
 

 常理上不同產業在產品製造的過程中，要素組合的形式、要素投入間的替

代彈性不同，因而生產函數的各項要素投入的係數會在不同產業間有變異，於

是本研究利用 OP 生產力估計法，分別就兩位數 CIC 產業編碼分類中的交通運

輸設備製造業、電器機械製造業及資訊及通信設備製造業進行產業內的企業要

素投入係數估計，再利用個別企業的工業產值減去各項投入的貢獻，即 

))ˆˆˆ(exp( itmitkitlitijt mklyTFP   , 

  

 餘下的部分 ijtTFP 便是產業 j 的企業 i於第 t年的生產力水準，利用各家企業

當年度的產值在所屬產業的市占率作為權重，計算出表 6，呈現三個產業各年

擁有專利註冊權的企業和全體企業平均生產力的變化。 

由表 6 可看出除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的專利持有企業平均生產力與產業平

均生產力的差異較不明顯外，電器機械製造業和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的專利

持有企業平均生產力在各年度高於全產業的平均生產力，以資訊與電信設備製

造業為例，從 2001 年至 2007 年專利持有企業的平均生產力明顯地提高許多，

並且在市占率部分顯現相同的趨勢，推測全產業平均生產力的提高有一部分可

歸因於企業在專利註冊的知識資本累積和自主研發企業的市占率增加。但在電

器機械製造業方面，儘管專利持有的企業家數占比和市占率占比持續提高我們

仍無法判斷專利註冊持有企業的生產力變化多大程度地影響全體產業的企業生

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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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產業專利企業及全體企業平均生產力 

 
 

 

 

 

 

 

年份 產業平均生產力 專利企業生產力 專利企業家數比 專利企業產值比

2001 1.0139 1.0136 7.42% 32.54%

2002 1.0603 1.0335 9.47% 37.31%

2003 1.2477 1.2487 10.84% 43.86%

2004 1.2212 1.235 9.39% 40.26%

2005 1.1891 1.1726 10.57% 41.84%

2006 1.2486 1.2443 10.79% 41.44%

2007 1.3152 1.3459 11.31% 44.72%

2001 1.2069 1.2811 10.91% 32.47%

2002 1.2304 1.3116 12.28% 32.79%

2003 1.1697 1.2028 13.98% 37.21%

2004 1.2141 1.251 12.23% 33.31%

2005 1.191 1.2318 13.36% 39.63%

2006 1.1941 1.2164 14.02% 38.55%

2007 1.2135 1.2377 14.23% 37.01%

2001 1.4831 1.4875 9.44% 27.25%

2002 1.5388 1.5871 11.96% 32.28%

2003 1.5972 1.6725 14.27% 35.26%

2004 1.6798 1.7184 12.45% 30.93%

2005 1.6176 1.65 14.42% 30.21%

2006 1.6317 1.6839 15.40% 31.37%

2007 1.6145 1.6388 16.35%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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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利註冊數對生產力的估計討論 

 

為了避免在不同產業中，專利技術的使用投入對生產力的影響效果不同，

本研究分別就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電器機械製造業、資訊與電信製造業，以

控制不同年度和四位數產業代碼分類的迴歸設定，進行企業當期專利註冊數和

其他控制變數對 OP 估計方法求得的個別企業生產力再次估計，得到如表 7 第

一、二、三欄的迴歸結果。5  從橫跨三個產業分類的估計結果來看，專利註冊

數對生產力的影響係數雖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均為正值，實證結果顯示專利權

數的增加的確有助於企業生產力的提升。 且估計模型中，企業生產力和專利權

數目皆為對數值，因此估計係數即為專利權數對生產力提升的彈性值。在其他

的控制變數中，三個產業都顯示企業的年齡、產業集中程度、國有資本的比例

上升對於生產力有負向的影響，符合過去文獻的實證結果。而企業市占率和外

國資本參與的比例提升則對企業生產力有正向的影響，同樣符合本研究原先的

預期。  

由於僅考慮企業當期專利權的數目無法涵蓋企業從過去累積到當下的知識

資本，在表 7 的第四欄，本研究改以企業從創立到當期的的累積專利權對數值

作為解釋變數，替代原先的當期專利權對數值進行估計後，發現三個產業皆呈

現專利權對生產力影響係數不升反減的現象，衍生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說問題，

不同時期的專利權對生產力影響程度不同，專利權可能存在技術過時和競爭優

勢衰退的模式。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猜測，本研究將專利註冊的核可數按照兩

年內、近三年至近五年和六年以上三個不同區間再次進行迴歸估計，得到三個

產業的實證結果如表 8。 

在表 8 中發現，控制變數對生產力影響的估計係數變動不大，而不同時期

的專利註冊數對生產力影響的係數隨著產業別有很大的變動。以交通運輸設備

製造業為例，專利權數對生產力的影響效果僅出現在近兩年，彈性係數 0.018，

而超過兩年以上的專利影響係數被估計為零，且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電器機械

製造業則是印證我們的假說，在不同時期的專利雖對生產力的提升皆有正向影

                                                   
5
 本研究也試圖加入專利註冊數和四位數產業代碼的交乘項，結果顯示專利權數對企業生產力的

影響係數在更細緻的的產業分群間均無達到 α 值 0.05 的統計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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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效果隨著經過的時間拉長影響效果變得愈來愈不明顯。資訊與電信設備

製造業的情況則介於兩者之間，近五年的專利註冊影響係數都被估計出顯著，

且係數為正，隨著影響效果隨時間逐漸減弱，超過五年的專利未達統計顯著。

這也許顯示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申請註冊的專利在實際生產過程並未在未來帶

來長期的競爭優勢。 

表 7：專利權數對生產力貢獻估計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IV) 

     

當期專利數 0.028 0.017 0.018  

 [0.003]*** [0.003]*** [0.003]***  

     

累積專利數    0.009 

    [0.002]*** 

     

企業年齡 -0.003 -0.003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00 -0.002 -0.004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占率  16.985 16.964 17.335 

  [2.009]*** [1.992]*** [2.007]*** 

     

產業集中指標  -54.126 -53.778 -54.057 

  [4.037]*** [4.047]*** [4.044]*** 

     

國有資本比例   -0.050 -0.050 

   [0.006]*** [0.006]*** 

     

外國資本比例   0.053 0.053 

   [0.007]*** [0.007]*** 

     

R2 0.09 0.09 0.10 0.10 

     

觀察值 68,137 68,137 68,137 68,137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企業生產力和解釋變數中的當期專利數和累積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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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表) 

電器機械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IV) 

     

當期專利數 0.039 0.028 0.029  

 [0.003]*** [0.004]*** [0.004]***  

     

累積專利數    0.020 

    [0.002]*** 

     

企業年齡 -0.002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10 0.008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占率  36.650 36.569 36.109 

  [6.934]*** [6.876]*** [6.996]*** 

     

產業集中指標  -24.976 -24.599 -24.881 

  [7.574]*** [7.562]*** [7.560]*** 

     

國有資本比例   -0.025 -0.026 

   [0.008]*** [0.008]*** 

     

外國資本比例   0.049 0.049 

   [0.005]*** [0.005]*** 

     

R2 0.04 0.04 0.04 0.05 

     

觀察值 78,974 78,974 78,974 78,974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企業生產力和解釋變數中的當期專利數和累積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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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表) 

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IV) 

     

當期專利數 0.040 0.027 0.029  

 [0.004]*** [0.004]*** [0.004]***  

     

累積專利數    0.022 

    [0.003]*** 

     

企業年齡 -0.003 -0.003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15 0.010 0.008 0.007 

 [0.001]***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占率  45.125 44.283 44.508 

  [4.457]*** [4.432]*** [4.418]*** 

     

產業集中指標  -3.544 -1.667 -1.396 

  [12.064] [12.071] [12.081] 

     

國有資本比例   -0.029 -0.029 

   [0.010]*** [0.010]*** 

     

外國資本比例   0.037 0.038 

   [0.005]*** [0.005]*** 

     

R2 0.08 0.09 0.09 0.09 

     

觀察值 51,211 51,211 51,211 51,211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企業生產力和解釋變數中的當期專利數和累積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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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不同時期的專利註冊對生產力影響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近兩年專利數 0.018 0.018 0.018 

 [0.003]*** [0.004]*** [0.004]*** 

    

近三至近五年專利數  -0.001 -0.000 

  [0.003] [0.004] 

    

六年以上專利數   -0.000 

   [0.004] 

    

企業年齡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04 -0.004 -0.004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占率 16.964 16.975 16.979 

 [1.992]*** [1.995]*** [1.994]*** 

    

產業集中指標 -53.778 -53.789 -53.795 

 [4.047]*** [4.047]*** [4.047]*** 

    

國有資本比例 -0.050 -0.050 -0.050 

 [0.006]*** [0.006]*** [0.006]*** 

    

外國資本比例 0.053 0.053 0.053 

 [0.007]*** [0.007]*** [0.007]*** 

    

R2 0.10 0.10 0.10 

    

觀察值 68,137 68,137 68,137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企業生產力和 解釋變數區間 1、2、3 期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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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表) 

電器機械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近兩年專利數 0.029 0.019 0.018 

 [0.004]*** [0.004]*** [0.004]*** 

    

近三至近五年專利數  0.015 0.011 

  [0.003]*** [0.004]*** 

    

六年以上專利數   0.009 

   [0.003]*** 

    

企業年齡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06 0.005 0.005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佔率 36.569 35.754 35.314 

 [6.876]*** [6.855]*** [6.860]*** 

    

產業集中指標 -24.599 -24.705 -24.550 

 [7.562]*** [7.565]*** [7.567]*** 

    

國有資本比例 -0.025 -0.025 -0.025 

 [0.008]*** [0.008]*** [0.008]*** 

    

外國資本比例 0.049 0.049 0.049 

 [0.005]*** [0.005]*** [0.005]*** 

    

R2 0.04 0.04 0.05 

    

觀察值 78,974 78,974 78,974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企業生產力和解釋變數區間 1、2、3 期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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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表) 

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 

企業生產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解釋變數 (I) (II) (III) 

    

近兩年專利數 0.029 0.021 0.020 

 [0.004]*** [0.005]*** [0.005]*** 

    

近三至近五年專利數  0.012 0.009 

  [0.005]*** [0.005]* 

    

六年以上專利數   0.007 

   [0.005] 

    

企業年齡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總資本額 0.008 0.007 0.007 

 [0.001]*** [0.001]*** [0.001]*** 

    

企業市佔率 44.283 44.084 44.018 

 [4.432]*** [4.420]*** [4.417]*** 

    

產業集中指標 -1.667 -1.423 -1.232 

 [12.071] [12.073] [12.078] 

    

國有資本比例 -0.029 -0.028 -0.028 

 [0.010]*** [0.010]*** [0.010]*** 

    

外國資本比例 0.037 0.038 0.038 

 [0.005]*** [0.005]*** [0.005]*** 

    

R2 0.09 0.09 0.09 

    

觀察值 51,211 51,211 51,211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企業生產力和解釋變數區間 1、2、3 期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不同年度與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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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驗證假說三，企業生產力是否會受區位、同業專利權的影響，本文分

別計算該企業相同產業和位於相同地區的專利註冊數總和扣除企業自身的專利

註冊數，視為來自企業外部的影響因素，探討外部專利權累積對企業生產力的

影響。估計結果如表 9，顯示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和電器機械製造業的企業生

產力是隨著同業專利數的增加而下降，說明專利註冊數在這兩個產業的效果主

要體現為限制競爭對手使用相關技術從而對企業生產力有負面影響。而且前述

情況在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特別明顯，因為估計係數恰好為彈性值，說明當產

業專利註冊數增加一個百分點對企業生產力的負面影響幾乎能抵銷企業自身專

利註冊數增加一個百分點的正向影響。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在實證上則無此

情況，可能因為快速的技術變遷和同業間資訊交流較頻繁，以同業內專利註冊

數的累積更大程度體現該產業內所有企業知識資本累積迅速的現象，以既有專

利產權限制其他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效果較小。就區域觀點而言，電器機械製

造業和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的企業生產力受到相同地域的知識資本累積影響

較大，這與地區內人員的流動和技術交流現象符合。而運輸設備製造業在這方

面的估計係數近乎零，實證資料否定人員流動和技術交流的推測，總結來說相

較另兩個產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的企業因專利註冊數增加獲得正向激勵效

果較小，且隨專利註冊增加的競爭障礙使得企業生產力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大。 

將專利細分為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種類別再次估計，得到表 10

的實證結果，顯示三個產業中，企業生產力受到自身專利權的正向影響通常來

自於實用新型類別，而不是發明類型，這或可說明針對現行生產流程或產品的

改良替企業創造更多的競爭優勢，而發明類專利能否轉化成實際產品和應用技

術對於企業生產力產生助益，實證結果仍然存疑。對照三個產業迴歸的第一欄

和第二欄，我們發現在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產業專利總數對企業生產力的負

向影響主要來自於發明類型專利，而電器機械製造業的負向影響則來源於實用

新型設計類。因為發明專利相較實用新型設計限制較多專利內容的引用和再創

新，反映在專利註冊總數的現象便是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的產業專利權對個別

企業的負面影響較大。而前述區域層次的技術交流效果主要體現在發明類型和

實用新型這兩類原創性較高的創新活動。此外我們利用累積專利數取代當期專

利數進行相同估計得表 11，與表 10 的產業和地區外溢的影響係數結果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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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產業及地區專利註冊數外溢效果 

企業生產力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電器機械製造業 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 

解釋變數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當期專利數 0.018 0.019 0.019 0.029 0.028 0.017 0.029 0.028 0.020 

 [0.003]*** [0.003]***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5]*** 

          

近 3 年專利數   -0.001   0.011   0.008 

   [0.004]   [0.004]***   [0.005] 

          

近 10 年專利數   -0.001   0.009   0.007 

   [0.004]   [0.003]***   [0.005] 

          

產業專利數  -0.026 -0.026  -0.011 -0.011  -0.003 -0.004 

  [0.003]*** [0.003]***  [0.002]*** [0.002]***  [0.003] [0.003] 

          

地區專利數  0.000 0.000  0.005 0.005  0.007 0.00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R2 0.10 0.10 0.10 0.04 0.05 0.05 0.09 0.09 0.09 

          

觀察值 68,137 68,137 68,137 78,974 78,974 78,974 51,211 51,211 51,211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解釋變數的各項專利數和產業、地區專利數總和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企業年齡、總資本額、企業市占率、產業集中度、國有資本參與程度、外國資本參與程度與各年度、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表 10：當期專利分類與外溢效果 

企業生產力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電器機械製造業 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 

解釋變數 (I) (II) (I) (II) (I) (II) 

企業專利權總數 0.019  0.028  0.028  

 [0.003]***  [0.004]***  [0.004]***  

發明專利  0.001  0.013  0.017 

  [0.009]  [0.010]  [0.009]** 

實用新型專利  0.020  0.025  0.016 

  [0.006]***  [0.005]***  [0.007]** 

外觀設計專利  0.011  0.008  0.012 

  [0.005]**  [0.006]  [0.007]* 

產業專利總數 -0.026  -0.011  -0.003  

 [0.003]***  [0.002]***  [0.003]  

產業發明專利  -0.027  0.002  0.005 

  [0.003]***  [0.002]  [0.004] 

產業實用新型專利  -0.008  -0.015  -0.006 

  [0.004]*  [0.003]***  [0.006] 

產業外觀設計專利  -0.001  -0.001  0.002 

  [0.003]  [0.002]  [0.004] 

地區專利總數 0.000  0.005  0.007  

 [0.001]  [0.001]***  [0.001]***  

地區發明專利  0.010  0.014  0.019 

  [0.002]***  [0.002]***  [0.002]*** 

地區實用新型專利  0.012  0.011  0.014 

  [0.002]***  [0.002]***  [0.003]*** 

地區外觀設計專利  -0.019  -0.018  -0.026 

  [0.001]***  [0.002]***  [0.002]*** 

R2 0.10 0.10 0.05 0.05 0.09 0.10 

觀察值 68,137 68,137 78,974 78,974 51,211 51,211 

註：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解釋變數中的企業、產業、地區專利總數和分類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企業年齡、總資本額、企業市占率、產業集中度、國有資本參與程度、外國資本參與程度與各年度、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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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累積專利分類與外溢效果 

企業生產力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電器機械製造業 資訊與電信設備製造業 

解釋變數 (I) (II) (I) (II) (I) (II) 

企業專利權總數 0.010  0.019  0.021  

 [0.002]***  [0.002]***  [0.003]***  

發明專利  0.013  0.012  0.025 

  [0.007]*  [0.007]*  [0.006]*** 

實用新型專利  0.010  0.025  0.010 

  [0.004]**  [0.004]***  [0.004]** 

外觀設計專利  0.001  -0.002  0.004 

  [0.003]  [0.003]  [0.004] 

產業專利總數 -0.053  -0.019  -0.004  

 [0.004]***  [0.003]***  [0.003]  

產業發明專利  -0.020  0.017  -0.010 

  [0.004]***  [0.003]***  [0.005]* 

產業實用新型專利  -0.032  -0.020  -0.006 

  [0.009]***  [0.005]***  [0.007] 

產業外觀設計專利  -0.006  -0.017  0.010 

  [0.006]  [0.004]***  [0.004]** 

地區專利總數 -0.000  0.004  0.007  

 [0.001]  [0.001]***  [0.001]***  

地區發明專利  0.017  0.014  0.019 

  [0.002]***  [0.002]***  [0.002]*** 

地區實用新型專利  0.002  0.012  0.016 

  [0.002]  [0.002]***  [0.003]*** 

地區外觀設計專利  -0.015  -0.018  -0.026 

  [0.001]***  [0.001]***  [0.002]*** 

R2 0.10 0.10 0.05 0.05 0.09 0.10 

觀察值 68,137 68,137 78,974 78,974 51,211 51,211 

註： 1. ***表顯著水準達 0.01、**表顯著水準達 0.05、*表顯著水準達 0.1。 

2. 解釋變數中的企業、產業、地區專利總數和分類專利數皆為對數值。 

3. 迴歸設定另控制企業年齡、總資本額、市占率、產業集中度、國有資本參與、外國資本參與、各年度、四位數產業代碼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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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透過文獻檢索和本文的實證結果相印證，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累積知識資本的

確會提高生產效率，為自身帶來競爭優勢。但從係數的彈性估計結果來看，企業

生產力的差異主要還是來自於市場環境，如市占率高低、市場集中程度較大的影

響，知識資本累積對於實際生產力的提升效果反而不太明顯。且知識資本的影響

會隨著技術過時、知識普及而弱化。在我們觀察的樣本中，此種衰退現象在交通

運輸設備製造業尤其明顯，在電器機械製造業較緩慢。與整體趨勢中交通運輸設

備製造業未因專利權持有企業的家數和產值占比提高帶動整個產業生產效率的提

高的現象吻合。 連帶地，在本研究中發現，中國政府在提倡創新活動，補貼企業

進行專利註冊的政策下，整個經濟體的專利授權數快速成長，但實證結果顯示產

業內專利授權的快速成長除了反映整體產業的知識資本累積成果，同時也因專利

產權的使用限制造成市場競爭的障礙，衍生的效果便是造成產業中其他企業的生

產力負面影響。 

一直以來，各國政府都希望獎勵創新、發明引導產業進步和經濟結構改善，

但是激勵的實際效果可能不如政策制定者預期的大，且獎助專利申請並不意味著

企業創新的品質提升，知識資本累積更快速，更多的時候企業的專利註冊數增加

是為了獲得政府獎勵和創造市場進入障礙，連帶地對生產效率產生負面影響。而

以本文的實證結果來看，欲促進企業生產效率的改善，反而不該由專利註冊的激

勵著手，而是改善市場環境和創造更競爭的產業結構，這與經濟學一般通則認為，

競爭就會帶來進步不謀而合，未來政策對於專利權保障和激勵優惠的設立，應更

慎重的考慮其產生的效益是否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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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過去文獻以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投入衡量知識資本的累積包含高度的不確

定性，畢竟知識的創造與發現本身便無法保證為企業本身創造有使用價值的產物；

但相反地本文以專利註冊權衡量創新活動的產出，好處是較能直接連結企業知識

資本累積的成果，但同時也混雜專利註冊權其他的策略效果，如限制競爭對手、

提高市場進入障礙，對同業企業生產力產生負向影響，無法準確分析產業全體知

識累積成果對個別企業的直接效果。 

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企業生產智能累積都會反映在專利註冊數上，許多生產

管理經驗的累積應會對企業生產力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企業或因原創性，或因

其他理由並不會申請專利註冊。因而在我們的變數建構時無法衡量這部分的知識

資本形成。 專利註冊的品質不一和實際應用和商業化程度也是本文沒有深入探

究的問題。Katila (2002) 即指出除非專利具備直接的應用價值而被企業使用在實

際的生產活動中，否則研究者將很難發現專利和企業實際表現的正向連結，且愈

來愈多企業申請專利註冊是基於未來防護和進行侵權訴訟利器的考量，在本文討

論專利作為知識資本存量指標，因而對於生產效率有實際影響的假設相違背，未

來對於企業知識資本考量的範圍和指標選擇仍有許多替代方式和修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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