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9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係從實務的觀點出發，試圖歸納出一套能夠正確評量專

利之方法論。重點為將專利評量程序分為兩大部分—品質與價值，並給

予定義後，找出並分析品質優良之專利說明書其共通之特色為何，以及

由產業結構化觀點切入，發展出與產業事實貼近之專利品質與價值評估

流程。 
本章綜合本研究之結論，對學界及業界提出實質之建議，提出可行

之架構做為系統及平台開發之理論基礎，並給予後續研究建議。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論，將研究過程中的發現予以彙

整。第二節為本研究對產業界之貢獻，亦即以個案研究之結果提出對現

有評估方法之質疑，根據其忽略之重點配合個案之整理歸納，提出一套

專利品質及價值之評量方式，並初步證明其可行性。第三節則回顧研究

限制，針對未臻完善的部分，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節整理本研究之重要結論，內容包括研究問題的結論，以及本研

究提出之評量方法論的彙總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6-1 研究問題與研究結論對照表 

研究問題 本研究結論之對應章節 結論

Q1 

目前常用的以「專利引證

資訊」及「專利說明書可

量化數據」為基礎之專利

價值評量模式是否可

靠？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第三節 專利指標之專利價值評估

文獻 
  第四節 專利說明書內容與專利價

值之文獻 
  第六節 文獻回顧小結 
第五章 專利評量之指標與方法論 
  第二節 專利之品質評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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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專利的品質與價值如何

定義與區分開來評估？ 
第五章 專利評量之指標與方法論 
  第一節 專利品質與價值之定義 

二 

Q3 
影響專利說明書品質之

指標因子主要有哪些？ 
第五章 專利評量之指標與方法論 
  第二節 專利之品質評估 
  第四節 專利評量方法探討 

三 

Q4 
評估專利價值之流程應

為何？ 
第五章 專利評量之指標與方法論 
  第三節 專利之價值評估 
  第四節 專利評量方法探討 

四 

Q5 
由產業結構切入之專利

評量模型可行性？ 
第五章 專利評量之指標與方法論 
  第三節 專利之價值評估 
  第四節 專利評量方法探討 

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研究結論一 
以「引證資訊」及「專利說明書可量化數據（如獨立項數目）」等

可量化之指標論述專利品質，並非無參考價值，只是有遺漏許多重

要專利之風險，若要完成可靠的專利品質分析，則必須由產業結構

化切入後，逐篇閱讀專利內容。 
 

前人所發展之統計方法並非沒有參考價值，其為統計了許多專利資

訊之後所歸納出來的結論，優點為容易上手、分析過程快速且不需要該

領域之專家才能執行。但是本方式並非由專利權最基本的觀念—專利說

明書的權利項範圍以及保護的技術內容做為出發點，畢竟不需要符合文

獻所提之專利指標，依舊可以寫出一篇品質優秀之專利。 
在本研究中吾人以 US 5,280,371 號專利做為例子，本篇在 TFT-LCD

業界歷經許多專利訴訟，所有被控侵權者皆簽署授權合約，其專利品質

之優良無庸置疑，但以各種文獻指標—公告至訴訟案件之時間、專利引

證前案數目、獨立項數目、被後續專利引證之數目、請求項文字長短、

專利範圍字數、廠商特色、專利領域、以及專利家族數目，皆無法定義

此篇為重要專利，唯有以產業面切入，在歸類並閱讀專利之後才能順利

找出，否則以專利分析的角度，遺漏如此重要專利乃相當遺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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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論二 
本研究將專利評量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專利品質，第二部分

為專利價值，其關係為「專利品質是專利價值的前提，而專利價值

是專利品質的實踐」。將兩者分開討論之後，可以幫助分析者釐清

問題所在。 
 

現有之方式無法區分企業專利佈局是專利說明書撰寫問題，還是與

企業核心事業契合度的問題，舉例來說，品質不好的專利說明書，即使

能應用在企業之核心業務上，也將被競爭者主張無效或不可執行；若專

利有品質，還需視其是否有技術或產品的商業價值，及仰賴企業能否妥

善應用。 
本研究係發展出一套方法論，最主要在於定義專利之評量方式為

「品質」及「價值」兩大部分，以清楚解釋實務情況。在本研究中吾人

定義： 
 專利品質：專利說明書所記載的文字優劣，主要包括發明的新

穎性、進步性、非顯而易見性等專利要件、內容之揭露性、權

項文字的用語精確及權利範圍、申請卷宗揭露之申請歷史、以

及專利家族之部署等。 
 專利價值：專利為個人、企業或非營利組織所帶來之利益，通

常需連結到專利商品化所帶來之營收、技術授權得到之授權

金、專利訴訟之賠償金以及作價投資得到之等值物品。 
 

 研究結論三 
以「使用者情境」來討論，所謂品質優良的專利說明書，就是保護

的權利範圍讓業界競爭者難以迴避，而其保護的技術非常好，若不

採用則會失去競爭力，只好接受專利授權或偷偷侵權使用者。專利

的品質，主要取決於專利說明書中權項範圍所記載的資訊，以及保

護之技術屬性。為了使權利範圍定義更正確，需參考相關申請之專

利家族內容，以及其申請程序之歷史紀錄。若依賴引證數據等將提

高判斷錯誤之風險（見結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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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案討論中的專利及其他文獻，可歸納出擁有優秀品質的專利的

主要特色有： 
 知識／技術含量：能有效地解決技術瓶頸，具新穎性、非顯著

性的設計，為產業結構及供應鏈現在或未來可能提供之解決方

式，研發機構必先事前做好科學論證及實驗論證，才有辦法發

展知識及技術含量皆充足之專利內容，使他人難以主張無效或

不可執行。 
 揭露程度：專利之文字與圖示能有效揭露技術內容，能有效傳

達至使用者實現此發明的手段，專利權人的發明也受到確切之

保護。 
 權利範圍主張：在產業技術領域慣用用語正確無誤，字句的精

確定義、語法及其範疇大小、上下位關係，以及各個主張之獨

立項和附屬項之組合所涵蓋之範疇大小與邏輯合理性可讓競

爭者難以迴避。由申請卷宗裡可查到專利申請歷史，可瞭解專

利權人對此專利之重視程度，及放棄之權利範圍，會影響日後

專利訴訟時主張之權利範圍，也需要列入考量。 
 
至於引證的統計數字，在個案研究中證明，仰賴文獻所提出的各種

統計方式（引證數、獨立項數目、專利家族數目等）並非由專利說明書

真正精神為出發點，易淪為數字計算之堆砌，在此並不採用。 
利用吾人之觀點輔以參考文獻，提供彼此之間較為獨立之指標集

合，提出之個別專利品質評量已記載於第五章第四節中，在此便不加以

贅述。 
 

 研究結論四 
專利之價值來自於實體之市場價值，主要包括專利商品化並量產後

帶來之營收、技術移轉之專利授權金或買賣金額、以專利作價投資

獲得之轉換股數或可變現金額、專利訴訟之損害賠償金等。 
由產業結構出發，能把專利跟產品結構、技術結構跟產品營收結合

在一起，也更深一層領悟智慧財產權（尤其專利）製造、販賣、使

用的權能，才能進一步研究如何佈署以得到較高之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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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的評量若從專利檢索出發，並未先分析產業結構及價值鏈，而

希望以專利分類的方式來瞭解產業結構，會不足以說明產業、技術、產

品、市場以及商品化和產業化的主要因素，由上述流程無法看到產業結

構、供應鏈、價值鏈、技術結構，當然也就不容易得知哪些產品利用哪

些專利所揭露之技術，自然無法連結到營收結構。 
專利價值分析若考慮到實務上專利的應用性，並實際連結到商業利

益上，則必須從產業結構切入開始，先瞭解產業結構的上、中、下游，

就可以選擇合適的智慧財產型態，並非一定要以專利申請，也可以用商

標、著作權、營業秘密或電路佈局等態樣。 
本研究以許多篇幅闡述由產業結構切入評估專利價值的論點，並以

個案討論來描述，尋此流程便可以更清楚地判斷智慧財產的態樣策略、

以及帶來之實體商業利益大小，其詳細的說明可見第五章第三節及第四

節所述。 
 

 研究結論五 
本研究提出從產業結構化切入，將專利連結至實體商業世界的營收

結構的方法，並以個案實證由產業結構切入來分析專利價值之可行

性，其流程大致為：瞭解產業結構、拆解技術結構、專利搜尋歸類、

評核專利品質、對應營收結構、分析與比較六個步驟。與現有專利

評量方式相較之下，本方法尚可得到個別專利之品質評核、商業價

值、於產業鏈及價值鏈位置、於特定產業之技術分類位置等，有了

更完整的資訊，將有更多之維度及參數做各式各樣組合，來做完整

之分析。 
 

由專利檢索方式出發可以在短時間內即計算出排名，任何人皆可以

迅速上手，不一定要產業專家才可以著手進行，但缺點為計算結果較粗

糙，不能評估出專利說明書之品質，亦難連結到真實之商業利益上。 
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為，從產業結構化切入，拆解技術結構、產

品結構及製造程序之後，再以專利搜尋找尋專利，在專利閱讀及歸類的

過程中，會經由專家評核個別專利的品質好壞，最後連結至實體商業世

界的營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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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經個案實證後初步評斷為可行，缺點為需要花許多工夫在產

品組合、技術結構之展開，且展開之分類標準關係著最後專利歸類的結

果，因此需要更多瞭解技術內涵及專利內容的專家參與，以人工逐篇閱

讀的方式給予專利品質評核並將專利分類，過程雖較為冗長及複雜，但

結果確能幫助企業判斷專利佈局的的優劣、該與誰技術授權，以及招致

專利訴訟的可能性。惟以個人研究在資料蒐集上有其限制，亦非專家無

法作專業之專利判讀，無法做大規模之專利價值分析，而有待後續研究

者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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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專利品質對於科技業與研發單位之重要性與日俱增，在此趨勢下，

台灣產官學研各界開始質疑在美國、日本、中國及歐洲申請的專利有何

價值，坊間評估專利價值較普遍的方式為以「專利引證資訊」及「專利

數量」作為公式的計算基礎，然而許多人質疑，以引證率等公式計算出

專利的品質其正確性如何，因此本研究由不同的觀點切入，以回歸到專

利本身的特性及市場實務為出發點，提出一套專利評量方法，以提供學

界和業界做為參考。 
本研究提出之方式較為冗長及複雜，需要有深刻瞭解產業技術及專

利的專家參與才有可能完成，也需要龐大的專利說明書影像及詳細的市

場營收資料，因此在實際操作上，可以依需要針對某一特定廠商或技術

領域切入，會比較容易上手。若要從事龐大之專利品質及價值分析，除

了人力之外，亦需要一套連結資料庫之專利評量系統與平台建置，透過

資訊科技之輔助，可以將許多專家評核之專利品質、其產業鏈或技術結

構歸屬，以及浩瀚之商業資料整合在一起並加以排名，或經由圖表顯示

使企業能在最短時間內清楚瞭解專利的品質與價值分佈。 
平台之建置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親自分析過產業並且熟練之

後才有辦法進行。而本研究的方法論套用在系統設定上也許會有需要改

良的地方，企業與研發單位亦可自行發展合適的專利評價方法，以符合

本身的單位特性、技術領域，以及個別需求，唯有實際操作後才知道哪

裡需要改進，希冀企業與研發單位能嘗試以本方法論為基礎，量身訂作

適合自己的評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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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提出之方法論，限於個人能力範圍、資料蒐集程度以及研

究時間，在研究範圍上有其限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行進一步的實

證研究，或進行細項指標及公式的補充修正，試整理如下： 
 
一、 專利品質之評估： 

本研究重點在於，由文獻及個案中歸納評核專利品質需考慮的構面

及指標因子，即定性之研究，所衍生之方法論作為後人之參考。但

是並無討論各項因子之權重，有待後續研究之補齊。 
二、 專利價格之計算： 

專利評量最終目的為提供專利一個公平且合理的價格，本研究提出

之方法論在於求出專利品質以及市場價值，此為價格計算重要之參

考，唯價格需牽涉到經濟學之供需理論及財務計算，建議後續研究

者繼續投入。 
三、 以其他產業做為個案討論： 

本研究以 TFT-LCD 做為個案研究範圍，其產業特性為技術集中於

東亞（尤其是日本）、成熟度亦屬成長期，若以其他產業之個案投

入實證研究或許會有不同之發現，可持續研究。 
四、 專利組合： 

本處所講的專利品質為個別專利，即品質評估不會受其他專利之影

響，若以文獻所提之專利家族概念—「專利家族是指為了同一目

標，而將所有可專利之發明內容集合在一起，並可以規模及廣度來

詳細定義」時，需要由各專利之間的權項配合來觀察，此為另一層

次之研究問題，可為後續研究投入之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