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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來，專利訴訟已經在各大企業間如火如荼的展開，因此專利佈局已經

是現在公司企業必須重視的項目。目前常用以分析在一特定領域其他競爭者專利

佈局之概況的專利分析工具為技術功效矩陣，然而其分析結果尚未能充分展現該

特定領域的技術發展現況，進而使得後續技術研發並發展專利佈局具有較高的不

確定性。本研究提出一專利佈局分析的方法，結合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技術系統演

化趨勢的優勢，以有效的了解一特定領域的專利佈局現況與技術發展現況，進而

從中找出適當的發展方向以發展自身的專利佈局。本研究結果顯示，於所選用之

案例研究中，本研究提出之專利佈局分析方法確實能使建議的開發項目有更加精

細的排序，並能凸顯更易於進行發展的項目，有利於研發人員集中資源於少數的

項目進行發展，進而使的後續申請專利拓展專利佈局更加有效率。  

 

關鍵字:專利佈局、專利分析、技術功效矩陣、技術系統演化趨勢 

 



 

iv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tent litigation between the big companies has come out one 

after the other, so the compani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atent strategy. The 

technology function matrix is the main tool used for analyzing the patent portfolios of 

the other competitors in a specific field currently, however,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not 

yet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pecific area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atus, making the 

follow-up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atent portfolios be more uncertainly. 

The proposed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patent analysis which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function matrix and the trend of engineering system 

evolution for recogni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atent portfolios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n a specific field, and find the ideal directions to develop a patent 

portfolio for oneself.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 the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patent 

analysis can indeed make the ideal directions has a more explicit sort to develop a 

patent portfolio, and highlight the directions which is easier to develop, so that the 

resource can be concentrated in the ideal dir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tent 

portfolio can be more efficient.  

 

Key words: patent strategy, patent portfolio, patent analysis, technology function matrix, 

trend of engineering system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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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專利佈局已經是現在公司企業必須重視的項目，下面將詳細說明為何專利佈

局很重要。 

 近幾年來，專利訴訟已經在各大企業間如火如荼的展開，比較出名的有蘋果

控訴三星、蘋果控訴 HTC、甲骨文控訴 Google 等案。其中，蘋果控訴三星的案子

在 2011 年 8 月 9 日德國杜塞道夫地方法院發出臨時禁令，禁止三星生產的 Galaxy 

Tab 10.1 平板電腦輸入荷蘭以外的歐盟會員國，蘋果控訴 HTC 的案子則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宣判蘋果勝訴，裁決宏達電生產的 Android 手機含有侵權功能者，皆不

得進入美國銷售。這兩件案子對敗訴方皆造成很大的衝擊，不論就公司的獲利還

是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而甲骨文控訴 Google 的案子，Google

曾就此事提議向甲骨文支付約 280 萬美元的賠償金以及 0.5%與 0.015%的 Android

營收，然而卻被甲骨文拒絕了，可見此侵權案對 Google 的損失將遠不僅如此。 

 這些案子的敗訴方，其侵權行為並未都是有意的，其產品觸犯到的專利甚至

根本就不是雙方的重要技術。像是在蘋果與三星的案子中，德國杜塞道夫地方法

院根據的是蘋果在歐盟註冊的設計專利，該專利內容僅是針對電腦的外型設計，

亦即三星的平板電腦觸犯到的僅是其外型而非任何的軟硬體技術。而在蘋果與

HTC 的案子中，其產品觸犯到的是針對非結構化文件中的電話號碼、地址、email

等資訊進行格式分析，自動連結撥電話、地圖、email 程式作為候選程式，供使用

者選擇後啟動的技術，直觀點的說法，就是手機直接在電子郵件及短信中點擊電

話號碼撥打電話的功能。上述兩項皆非雙方產品的重要技術，然而就是這兩項造

成了敗訴方沉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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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無論侵權的要件是大是小，一但侵權了造成的後果便是相當的沉

重，因此做好專利佈局，無論是作為主動控訴競爭對手的武器，還是作為反擊競

爭對手控訴的籌碼，都是現在公司企業必須重視的項目。 

 

1.2 研究目的 

 

    在進行研發以申請專利拓展專利佈局前，對所處之領域進行專利佈局分析，

了解其他競爭者在該領域的專利佈局之概況，對於研發人員設立開發方向以及規

劃專利佈局方向，以降低未來產品侵權的風險以及鞏固產品與市場有非常大的助

益。目前常用以分析在一特定領域其他競爭者專利佈局之概況的工具為技術功效

矩陣。然而技術功效矩陣無法對於專利累計數量相同的分類項目進行比較，其分

析出來的結果有時可能會過於廣泛，對於後續向研發人員作出建議有時會有範圍

太大，致使不知將資源往何處集中的問題。本研究希望建立一專利佈局分析方法，

加入對技術現況的分析，以對研發人員作出更易於發展的建議，使資源得以集中

於更易於發展的方向，進而使的後續申請專利拓展專利佈局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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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以專利佈局分析方法之研究與開發，首先針對專利佈局做初步的

了解及探討，了解專利佈局分析在學界及業界所採用的工具與方法，根據文獻與

業界訪查的了解，技術功效矩陣是其中較為常用的分析工具，然而技術功效矩陣

仍有些不足之處，其分析結果尚未能充分展現該特定領域的技術發展現況，進而

使得後續技術研發並發展專利佈局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嘗試利用

TRIZ 理論中的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該特定領域的各項系統進行定性分析，以增

進對該特定領域之技術發展現況的瞭解，進而降低後續發展專利佈局的不確定

性，並依此建立一套專利佈局分析方法。該方法為對於一特定領域進行專利檢索

後，利用技術功效矩陣對所檢索的專利進行初步分析，再利用 TRIZ 理論中的技術

系統演化趨勢(Trend of Engineering System Evolution, TESE)對各項技術的發展狀

況作系統性的判斷，以獲知各項技術系統的發展現狀並推估其未來開發的潛力，

據此了解其他競爭者在該領域的專利佈局之概況以及技術發展之現況，進而從中

找出適當的研究發展方向以發展自身的專利佈局。接著根據建立出的方法進行實

例研究，比較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分析出的結果以及原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出的結

果，驗證此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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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簡介 

 

    為了建立專利佈局分析方法，首先本文將針對專利佈局做初步的了解及探

討，接著針對目前專利佈局分析在學界及業界所採用的方法做簡要之回顧，並介

紹 TRIZ 理論中的技術系統演化趨勢(Trend of Engineering System Evolution, TESE)

以及其相關工具演化潛力雷達圖(Evolutionary Potential Radar Plot)，以發展本文之

研究方向與方法。 

 

2.2 專利佈局 

 

    專利佈局是一種有目的性的申請專利，以有效發揮專利價值的策略。企業不

同於個人研究者或是學術研究機構，企業著重的是獲取產品利潤以及提升公司的

競爭力，而申請專利則是企業確保投資有所保障的一項手段[1]。專利佈局的目的

可以分為保護產品和市場、創造額外的獲利來源、壟斷未來發產和準備訴訟籌碼

四個方向[2]。以下將針對這四個方向作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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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護產品和市場 

 

 保護產品和市場是透過專利對特定領域作一段時間的壟斷，避免競爭對手抄

襲模仿，進而確保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以及產品的利潤，使得該項產品的研發投資

能獲得應有的回報。 

當然，任何一項產品的壟斷，短期來看對消費者都是不利的，因為消費者失

去議價空間，產品的價格將會被供給者拉高。但同時這也會確保產品的研發投資

回報，由於投資的風險下降，將促使資方更願意對產品的研發進行投資，產品將

會因此而不斷的持續進步，同時由於壟斷是有時限性的，時限一過消費者又將擁

有議價空間，長期來看對消費者卻是有利的。這也是現階段專利制度設置的主要

目的。 

 

(2) 創造額外的獲利來源 

 

 創造額外的獲利來源是透過專利授權或是販賣專利權來產生收入。當一項研

發的成果並不適合自家單位的商業策略時，專利授權或是販賣專利權就是一項有

效利用該研發成果的辦法。 

比方說，當自家公司的產能太低或是經濟規模太小不足以對研發成果商品化

時，相較自家公司壟斷該項技術，將之授權給其他擁有足夠產能或是經濟規模的

公司讓其生產販賣，更能發揮該研發成果的價值並產生更多的收入。此外，有時

一些研發成果的副產品擁有不錯的發展潛力卻不符合自家公司的商業模式時，也

會將之專利授權或是直接販賣專利權來為自家公司創造額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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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壟斷未來發產 

 

 壟斷未來發產是透過專利對一項現階段不適合發展成產品的技術或是概念進

行保護，以待未來合適的時候能進行合法的壟斷以確保收益。 

現階段不適合發展成產品的原因有很多種，有時是相關配套技術還不成熟，

有時是市場還未做好準備接受這樣的新技術或新概念，有時是該地區的律法有所

阻礙限制了該項技術或概念的發展。這時透過專利申請便可保障未來當環境許可

時，該項技術或是概念能產生其應有的收益。 

舉例來說，US5,974,446 是一項有關網路教學平台的專利，該專利申請於 1996

年，當時人們尚習慣透過與教學老師面對面的學習，對於透過網路教學的接受度

很低，同時網路頻寬限制也大，無法承載大量的資訊傳輸，該專利所記載之內容

在其申請的時空當下並未發展成一項成功的商品，然而時至今日空中教室等各種

網路教學平台已不鮮見，透過這類網路平台進行學習的使用者也遠勝以往，這項

專利在其有效的期限內，透過權利金收取便是一筆可觀的收益。 

 

(4) 準備訴訟籌碼 

 

 準備訴訟籌碼是藉由持有一系列範圍龐大的專利組合，以待未來遇到專利訴

訟時能作為反擊對手或是談判的籌碼。由於一項產品其生產過程所用的技術牽扯

相當廣泛，所牽扯到的相關專利更是不計其數。當一家公司遭遇專利訴訟時，若

其自身擁有的專利群中亦有原告具侵權嫌疑的專利，那麼便能作為反擊或是談判

的籌碼，進而透過交互授權達成和解的可能。 

有些公司不論技術改進的幅度有多小都會進行專利申請，很多時候都是為了

擴大其公司所擁有的專利組合，然而專利的維護也是一筆所費不貲的開銷，一般

而言也只有資金雄厚的公司才能執行這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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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專利策略 

 

為了達成前文所述之目的，時至今日業界已發展出了許多針對性的專利策略

(Patent Strategy)，較著名的有取得周邊專利(Patenting Around Your Patents)、圍柵策

略(The Picket Fence Strategy)、收費站策略(The Toll Gate Strategy)、潛艇策略(The 

Submarine Strategy)、反擊策略(The Counter Attack Strategy)、隱形反擊策略(The 

Stealth Counter Attack Strategy)、減少風險策略(The Cut Your Exposure Strategy)、籌

碼策略(The Bargaining Chip Strategy)[2]，以下將對上述專利策略作簡單的介紹。 

 

(1) 取得周邊專利(Patenting Around Your Patents) 

 

 取得周邊專利即指對自身的一項專利，通常是具有關鍵技術的專利，作延伸

發展並取得專利，以增加原先那項專利的價值並保護自身的未來商業利益。這項

策略以保護產品和市場為主要目的，對於正處於發展中的科技有比較好的成效。

然而一家公司擁有太多圍繞著一項技術的專利對整體社會並不有利，因為該公司

受制於有限的資源，並不能將所有有用的發明都給予具體的實施，使得許多有用

的發明只能棄置於實驗室而不能造福人類社會。 

 

(2) 圍柵策略(The Picket Fence Strategy) 

 

 圍柵策略類似於前述的取得周邊專利，但是並非將自身的技術作延伸發展並

取得專利，而是將競爭對手的技術作延伸發展並取得專利。這項策略藉由專利限

制競爭對手的技術在商業上的應用，以迫使競爭對手進行相互授權。這項策略能

減少企業在技術上的壟斷，對消費者而言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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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費站策略(The Toll Gate Strategy) 

 

 收費站策略以壟斷未來發產為主要目的。不同於前兩項策略將專利圍繞在一

家公司的技術，而是圍繞在整個產業的技術。透過分析整個產業並對產業的未來

發展做出假設，以此為出發申請廣泛的專利，就像設立一個收費站，對未來的市

場成立一個關卡，讓競爭對手們不得輕易進入。 這項策略常應用於大型公司，而

小型公司受限於資源往往只能專注於短期計劃，而不能做出像這樣的長期投資。

而這樣的小型公司未來時又由於大型公司設置了這樣的收費站，而無法輕易的涉

足該領域，使得該領域被大型公司所壟斷。這項策略對整體社會有利也有弊，因

為這項策略在刺激業界將眼光放在該領域未來的同時，也排除許多其他人在該領

域做出應用，壓抑了該領域整體的創造力。 

 

(4) 潛艇策略(The Submarine Strategy) 

 

潛艇策略透過壓低專利申請的進程而在其他同領域的發明出現時進行公開，

以阻止競爭對手販賣該發明的相關產品或收取授權金。然而這項策略有相當高的

風險會使競爭對手得以進入這個領域的市場。同時這項策略由於不公開當下的研

究成果，容易造成其他人投資發展相同的發明，並不符合專利制度建立的目的。 

 

(5) 反擊策略(The Counter Attack Strategy) 

 

反擊策略透過縮限競爭對手的專利之效益，以突破競爭對手的專利封鎖進入

市場。縮限專利之效益的手法一般而言是透過舉發競爭對手的專利之合法性，或

舉發其專利中不適當的權力範圍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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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隱形反擊策略(The Stealth Counter Attack Strategy) 

 

隱形反擊策略類似於前述反擊策略，不同之處在於這項策略並不在法院進行

舉發，而是在智財局提出專利的複審。 

 

(7) 減少風險策略(The Cut Your Exposure Strategy) 

 

減少風險策略以準備訴訟籌碼為主要目的。透過坊間律師撰寫一份呈述自家

產品不侵犯競爭對手之專利權的文件，以待將來遇到訴訟時證明自己並非有意侵

權，降低責任風險，進而避免遭受高額的罰款。 

 

(8) 籌碼策略(The Bargaining Chip Strategy) 

 

籌碼策略是對抗專利訴訟的有效策略。當遭遇競爭對手提出侵權聲明時，透

過找出自家專利組合中競爭對手亦有侵權的專利，進而尋求交互授權的可能，避

免付出高額的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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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專利佈局模式 

 

無論如何，專利佈局最終仍是以透過專利來實現目的，而能實現前文所述目

的之專利或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其規畫方式則以 Ove Granstrand[3]提出的六

種以技術空間(Technology Space)為表現方式的模式為代表，這六種模式分別為特

定的阻絕與迴避設計(Ad Hoc Blocking and Inventing Around)、策略型專利式

(Strategic Patent Searching)、地毯與洪水式 (Blanketing and Flooding)、圍牆式

(Fencing)、包繞式(Surrounding)、組合式(Combination into Patent Networks)，其中

技術空間是指利用圖形的涵蓋範圍表現一項專利所述之技術的權利範圍，並利用

圖形與圖形之間的空間關係，來表現各專利所代表之技術的彼此對應關係，，以

下將對上述六種模式作簡單的介紹。 

 

(1) 特定的阻絕與迴避設計(Ad Hoc Blocking and Inventing Around) 

 

特定的阻絕(Ad Hoc Blocking)是僅用一個或少數幾個專利來保護某特定用途

的發明，申請與維護成本低，但通常來說效果也不大，不但迴避設計(Inventing 

Around)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且依據現有專利進行迴避設計所需經費與時間成本

也遠比獨立研發低，很容易遭受競爭對手透過迴避設計來避開專利的效力，如圖

2-1 所示。 



 

11 
 

 

圖 2-1 特定的阻絕與迴避設計示意圖[3] 

 

(2) 策略型專利式(Strategic patent searching) 

 

 一項單一卻擁有較大阻絕功效的專利即稱為策略型專利(Strategic Patent)，像

是某特定產品領域所必須之技術形成之專利，其特點為阻礙性高，要進行迴避設

計必須投入大量研發資源，如圖 2-2 所示。此類專利權擁有者能有效減少競爭對手

有迴避設計的機會，在某些特定產品領域能保有相當大的競爭優勢。 

 

 

圖 2-2 策略型專利式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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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毯與洪水式(Blanketing and Flooding) 

 

 如圖 2-3 所示，地毯式(Blanketing)以在一特定領域形成類似專利叢林或佈雷區

(Minefield)為特點，例如有系統性地在製程的每一步驟中用專利來形成地雷區，洪

水式(Flooding)則指在一特定領域盡可能多的取得專利，不論這些專利是重大的發

明還是次要的發明。一般來說，企業或研究單位會考量剔除那些以技術觀點來看

為次要發明的專利來降低申請與維護專利的成本以及維持專利整體品質。但是這

些研發人員眼中的小專利(Petty Patent)、垃圾專利(Junk Patent)或累贅專利(Nuisance 

Patent)，有時卻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麻煩，能夠阻礙其研發與專利權的取得。此外

這些次要發明的專利亦能擴大整體專利組合的規模，使得在專利授權談判時能擁

有較優勢的談判籌碼。此模式一般可用於不確定性高的新興技術、各種研發方向

都能夠產出結果或是專利的重要性尚未明朗化的狀況。 

 

圖 2-3 地毯與洪水式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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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圍牆式(Fencing) 

 

 圍牆式是利用一系列的專利來形成競爭對手研發的阻礙，如圖 2-4 所示。例如

對於一化學相關的發明，將其化學子程序、分子設計、幾何形狀、溫度條件或壓

力條件等各種相關條件之範圍都申請專利保護，形成一道圍牆，減少競爭對手有

迴避設計的機會。此模式一般用於當許多不同的技術方案都可達到類似功效之狀

況。 

 

圖 2-4 圍牆式示意圖[3] 

 

(5) 包繞式(Surrounding) 

 

 包繞式是利用多個專利包繞住競爭對手的重要專利，如圖 2-5 所示。這些專利

個別的價值都不大，但其組合卻可以阻滯競爭對手的這項重要專利在商業上的效

用。例如以一項基礎專利(Basic Patent)之各種不同的應用所形成的專利來包繞住該

項基礎專利，即可能使得該基礎專利的商業價值大受影響。當競爭對手擁有前文

所述之策略型專利時，即可以利用大量專利包繞住該策略型專利並阻礙該策略型

專利之應用，亦即利用此模式獲得第二次專利競賽的優勢，進而創造交互授權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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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包繞式示意圖[3] 

 

(6) 組合式(Combination into Patent Networks) 

 

組合式即以各種結構和方式來形成如網路般的專利組合，藉以加強技術之保

護或成為談判有利的籌碼，如圖 2-6 所示。其組合方式可以參考前文所述之包繞

式，以多個次要的專利包繞一個自家的基礎型專利，以形成緊密的專利網路(Patent 

Network)，阻絕競爭對手研發方向，減少其迴避設計的機會。 

 

圖 2-6 組合式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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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術功效矩陣 

 

技術功效矩陣為業界經常採用的專利佈局分析工具之一[4]，用以瞭解其他競

爭者在該領域的專利佈局之概況，監控潛在競爭對手、提防具殺傷力專利的發展，

或是篩選技術來源對象作為專利授權談判的參考以及作為前案鑑定比對、迴避設

計的參考來源。 

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屬於一種定量分析方法[5]，其方法為，將所欲分析的特定

領域依該專利的技術特徵形成技術分類，依該專利的目的與技術所能改善的問題

形成功效分類，並由技術類別與功效類別作為列與行形成二維表格，如表 2-1 所

示，將所篩選的專利逐篇閱讀，依其所記載的技術特徵與達成的功效分入對應的

分類項目，統計各分類項目的專利數量，以此判讀各分類項目的競爭烈度，其中

專利件數多者代表技術發展密集區，建議應加強監控、觀察競爭敵手之專利核准

狀況。專利件數少者，則建議可參照公司業務狀況及研發方向，考慮進攻該技術

區塊。下面將以中央處理器散熱領域為例，說明如何判讀技術功效矩陣。 

 

        功效 

  技術 
功效 1  功效 2 功效 3 功效 4 

技術 1      

技術 2      

技術 3      

技術 4      

表 2-1 技術功效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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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為在中央處理器散熱技術，關於風扇、風箱相關專利之技術功效表[6]，

如表 2-2 所示，可知業者於技術上著重於風扇配置、流場設計及散熱裝置結構改

變，尤其是散熱裝置結構改變。而專利所著重功效，仍是以「提升冷卻效率」為

主，其次是兼顧風扇或中央處理器的保護措施，或是設計上方便使用者安裝、拆

除、更換等功效。針對技術開發方面，在專利件數多之區塊，如以散熱裝置結構

改變達成提高冷卻效率，建議發展專利迴避設計，以避免侵害其他專利權人之專

利，在尚未申請專利之區塊，亦即專利處女地，如風扇配置流場設計達成縮減體

積重量，建議激發技術創意，以開創另一競爭利基。 

 

        功效 

  技術 

保護

穩固

防塵

避免

受損 

安裝

拆除

更換

容易 

製造

組裝

加工

容易

縮減

體積

重量

設備

低廉

設計

彈性

提高

冷卻

效率

控制

風向

轉速

溫度 

降低

噪音

階段

省電

控制電路溫測系統 0 0 0 0 0 1 0 1 3 3 

風扇配置流場設計 4 6 0 0 2 4 8 2 2 0 

散熱裝置結構改變 2 4 3 8 3 4 10 5 2 1 

外罩托架鑲嵌設備 4 3 0 2 2 1 4 0 0 0 

表 2-2 技術功效矩陣範例[6] 

 

技術功效矩陣是依據專利數量來作為建議的研發方向，然而對於專利件數同

樣少的技術區塊，其中的研發門檻並不相同，有些技術區塊可能僅需依靠適當的

創意即可產生研發成果，有些技術區塊卻可能由於相關製造技術尚未達標導致研

發遭遇瓶頸，而這些研發的難易程度卻無法透過技術功效矩陣分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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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技術系統演化趨勢 

 

    技術系統演化趨勢(Trend of Engineering System Evolution, TESE)是 TRIZ 理論

的核心之一。TRIZ 理論是由 Altshuller 所提出，Altshuller 假設所有系統皆會朝著

提高理想性(Ideality)的方向發展演化，理想性的定義為所有有用的功能除以成本加

有害的效果[7]，其數學模型如圖 2-7 所示。Altshuller 發現每個系統皆會依照某個

可預測的模式(Patterns)來演化，稱該模式為演化線(Line of Evolution)或演化趨勢

(Trend of Evolution)。系統依循著上述模式，朝向提高理想性的方向演化。Altshuller

以及 TRIZ 理論的研究者們以海量的專利內容為基礎，將目前所知的大部分技術之

發展歸納出了 33 種不同的演化趨勢，如圖 2-8A 到圖 2-8D 所示，並依據空間

(Space)、時間(Time)和介面(Interface)三個方向分類成 37 條演化路線，如表 2-3 所

示。利用技術系統演化趨勢，便可以預測一項系統的下一步技術發展，同時也可

以作為現今系統與先前系統的比較準則[8]。 

 

 

圖 2-7 理想性的定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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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A 33 種演化趨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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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B 33 種演化趨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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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C 33 種演化趨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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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D 33 種演化趨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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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37 條演化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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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演化潛力與演化潛力雷達圖 

 

    Altshuller 以及 TRIZ 理論的研究者們假設每一種演化趨勢都會有一個極限，

該極限即為目前所知的該發展方向的最理想結果(Ideal Final Result, IFR)，對一項系

統而言，其現階段與最理想結果的差距，即表示其所擁有的演化潛力(Evolutionary 

Potential)大小，該系統距離最理想結果越遠，其演化潛力則越大，反之則越小。如

圖 2-8A 到圖 2-8D 所示，TRIZ 理論的研究者們將每一種演化趨勢以數種階段來表

示其發展方向，並假設該演化趨勢中的最終階段為該發展方向的最理想結果，而

一項系統在某一發展方向的演化潛力大小，即以該演化趨勢中尚未達到的階段來

表示，距離最終階段越遠，表示該系統在該發展方向的演化潛力越大，反之則越

小。 

 演化潛力的分析對於最佳化研發資金的分配有相當大的助益。依 Mann 所言

[9]，投資研發在系統已達到演化極限的方向上，收益會很小，很難獲得較大的發

展，而相對的，投資研發在系統演化潛力越大的方向上，則較易有所斬獲，尤其

是在該演化趨勢還在起步階段，亦即在該演化趨勢最左邊的階段時。 

演化潛力雷達圖(Evolutionary Potential Radar Plot)是一種用來展現一項系統之

演化潛力的工具。對每一項系統而言，其演化路線都不僅只一條，要完整呈述一

項系統在各個路線的演化潛力並不是很方便，尤其是利用文字，演化潛力雷達圖

便是將一項系統所知的演化路線彙整在一起，並依據其在各項演化趨勢中所達到

的階段作為空間劃分的分界，以空間區塊來呈現該系統各個路線的演化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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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專利 6296395 號所記載的軸承系統為例，其分析後所形成的演化潛力雷

達圖如圖 2-9 所示，該演化潛力雷達圖最外圈代表每一種演化趨勢的演化極限，亦

即該演化趨勢的最終階段。以該系統為例，其在空間分割趨勢(Space Segmentation 

Trend)上經分析後判斷處在第一階段，而空間分割趨勢總共有五個階段，亦即該系

統在該趨勢具有四個階段的演化潛力，因此在該演化潛力雷達圖中，其在空間分

割趨勢這個方向以中心點距離最外圈的五分一處為分界，以此分界往外到最外圈

之間的區域表示該系統在該趨勢的演化潛力。同樣的，該系統在其他趨勢上的演

化潛力則以不同方向的分界往外之區域來表示，而整個分界外的區域大小，則示

意著該系統所具有的演化潛力大小。 

 

 

圖 2-9 軸承系統之演化潛力雷達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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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過去的專利佈局分析方法以定量分析為主，然而其分析結果尚未能充分展現

該特定領域的技術發展現況，進而使得後續技術研發並發展專利佈局具有較高的

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嘗試利用 TRIZ 理論中的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該特定領域

的各項系統進行定性分析，以增進對該特定領域之技術發展現況的瞭解，進而降

低後續發展專利佈局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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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建立 

3.1 簡介 

 

    本章節提出一專利佈局分析的方法，結合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技術系統演化趨

勢的優勢，以有效的了解一特定領域的專利佈局現況與技術發展現況，進而從中

找出適當的發展方向以發展自身的專利佈局。以下各小節將針對流程架構以及各

項流程之規畫作介紹。 

 

3.2 研究基本假設 

 

(1) 本研究假設技術功效矩陣列出之專利處女地皆可開發，在此不對某技術無法

達成某功效之狀況進行研究與討論。 

(2) 本研究假設應用本方法者不具有該領域之相關技術背景，在此不對其可能已

累積之技術優勢進行研究與討論。 

(3) 本研究假設應用本方法者將透過專利保護其研發成果並發展成競爭利基，在

此不對僅製造販賣產品以獲利之狀況進行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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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流程架構 

 

    關於本研究所提出之專利佈局分析方法的流程架構可參考圖 3-1，首先鎖定欲

分析的領域，接著對該領域相關之專利進行搜尋。將所搜尋到的專利進行技術與

功效的分類，進而形成技術功效矩陣。將各項技術所改進的系統透過技術系統演

化趨勢進行演化潛力的分析，形成演化潛力雷達圖。最後依據技術功效矩陣與演

化潛力雷達圖進行分析，找出該領域適當的發展方向進而著手發展自身的專利佈

局。以下第 3 節到第 8 節將對各項流程進行介紹。 

 

圖 3-1 專利佈局分析方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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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鎖定分析領域 

 

    一般而言，企業欲進行專利佈局分析往往便是要對一技術項目進行發展，依

據該技術項目的特點，選擇一與其相對應之領域作為專利佈局分析之範圍。該領

域可大可小，越大則進行分析所需耗費的時間與人力資源越多，並且分析出來的

結果也越是龐雜或是空泛，越小則進行分析所需耗費的時間與人力資源越少，並

且分析出來的結果也越是精確而具體。因此進行分析前，盡可能的了解該技術項

目的特點以限縮其對應之領域，有助於後續進行專利分析。 

 

3.5 搜尋相關專利 

 

    鎖定領域後，即可對該領域進行相關的專利搜尋。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統計與調查，每年的發明成果有

90%到 95%會於專利文獻上出現，並且其中有 80%未記載於其他雜誌期刊中，善

加利用專利資訊，可縮短研發時間 60%，節省研發經費 40%[11]。由此可知專利資

料庫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技術資料庫，透過對專利資料進行檢索，可以有效的掌握

該領域的最新技術，獲取研發的思路與概念[12]，進而縮短研發的時程與資源的消

耗，同時知曉其他公司企業已占據的技術項目，避免侵權的可能進而降低產品銷

售的風險並增加技術專利化的可行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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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進行技術分類 

 

    完成搜尋相關專利後，即可對該些專利的技術進行分類，以利後續建立技術

功效矩陣以及演化潛力雷達圖。每一篇專利的核心都是其所記載之發明的技術內

容，而依據 TRIZ 理論[14]，發明可以分為 5 個層級，如表 3-1 所示，而其分佈則

如圖 3-2 所示，綜觀這 5 個層級，可知對於大部分有進步性的發明其技術手段都是

對該領域現有的某項系統進行改善，少部分則是創造出新的系統以達成新的功效

或補足現有系統的缺陷。因此每一篇專利其所記載之發明的技術內容，可以由其

所改變或創造的系統作為定義，並依此進行分類。 

 

Level 1 - Routine design problems solved by methods well known within the 

specialty. Usually no invention needed. 

Level 2 - Minor improvements to an existing system using methods known within the 

industry. 

Level 3 -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to an existing system using methods known 

outside the industry. 

Level 4 - A new generation of a system that entails a new principle for performing the 

system's primary functions. Solutions are found more often in science than technology.

Level 5 - A rare scientific discovery or pioneering invention of an essentially a new 

system. 

表 3-1 發明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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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各發明層級的分佈[14] 

 

3.7 建立技術功效矩陣 

 

    完成技術分類後，再對先前搜尋之專利依其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功效的分類。

每一篇專利通常在發明背景(Backgrand)的欄位會提出先前技術(Prior Art)的缺陷或

遭遇的困難，或在發明內容(Summary) 的欄位記載其技術改善的缺陷或解決的困

難，該改善的缺陷或解決的困難即為功效。 

完成功效的分類後，以技術類別與功效類別作為列與行，形成二維表格，將

先前搜尋之專利在各分類項目的累計數量填入所對應的表格內，即可建立技術功

效矩陣。每一個技術功效矩陣的欄位代表著以一特定技術達成一特定功效的分類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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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建立演化潛力雷達圖 

 

    同樣在完成技術分類後，將所分類的各項系統依據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其進

行分析，找出各項系統在各個演化趨勢所達到的階段，彙整其在各個演化趨勢的

資料，並剔除不切合的演化趨勢後，建立各項系統初步的演化趨勢資料。 

接著，將其他專利同樣依據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其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分析，

比較先前建立之演化趨勢資料，記錄其所改善的系統在演化趨勢上的發展，以更

新該系統的演化趨勢資料。 

比較完所有先前搜尋之專利後，彙整各項系統的演化趨勢資料，依據其在各

項演化趨勢中所達到的階段作為空間劃分的分界，建立各項系統的演化潛力雷達

圖。 

 

3.9 建立分析結果 

 

    完成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演化潛力雷達圖後，即可進行專利佈局的分析。透過

技術功效矩陣，可以了解其他競爭者在該領域之專利的分佈趨勢，專利數量越多

的項目代表著該分類項目的競爭越激烈，其相關產品侵權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

將產品侵權之可能性的相對大小定義為侵權風險，若一分類項目的專利數量相對

另一分類項目的專利數量為多，則其相關產品侵權的可能性較大，該分類項目的

侵權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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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演化潛力雷達圖，可以了解各個系統所具有的演化潛力，依前文所述，

系統演化潛力越大，則投資研發較易有所斬獲。本研究將投資研發能否有所斬獲

的相對難易定義為研發效益，若一系統的演化潛力相較另一系統的演化潛力為

大，則對其投資研發較易有所斬獲，該系統的研發效益較高。 

綜合對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演化潛力雷達圖的解析，找出侵權風險低且研發效

益高的分類項目，作為建議的研發佈局方向。 

 

3.10 小結 

 

    本章節提出之專利佈局分析的方法，結合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技術系統演化趨

勢的優勢，可在了解一特定領域的專利佈局現況外，同時了解該領域的技術發展

現況，並從中判別相關技術的研發效益。相較於僅依靠技術功效矩陣進行專利佈

局分析，本文提出之方法可對研發人員作出更利於發展的建議。 

 下一章節將對實例進行分析，以驗證本文提出之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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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例研究 

4.1 簡介 

 

    本文以雷射測距模組以及數位油表為案例進行實例研究。本章節用本文提出

之專利佈局分析方法對該領域進行分析，並對照現今該領域的發展以驗證本文提

出之方法的可行性。 

 

4.2 實例分析一 

 

    以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雷射測距模組開發案為例，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曾於 2011 年二月對該開發案進行專利佈局分析，本案利用本研究提出之專利佈

局分析方法對當年的專利資料重新進行分析，模擬 2011 年二月當時所能獲得的分

析結果。 

 關於該開發案，其發展緣由為架構一台智慧型機器人，以作為居家看護等服

務用，其中測距系統為該機器人不可或缺的關鍵模組之一，以賦予機器人對於週

遭環境的感知能力，讓機器人能夠安全、快速、精準的執行和完成各項任務。考

慮到該機器人在功能性以及穩定度的高需求，其測距系統選擇以目前市面上表現

最好的雷射測距儀作為其核心，然而實際應用後，發現目前市面上之雷射測距儀

尚有許多不便使用之處，因此欲投入這項領域的研發。該開發案為此因應而生，

並於該開發案之規劃階段，亦即 2011 年二月，由其公司內部法務部門進行了一次

專利佈局分析，檢索分析了當時現有之專利，尋找可供突破的專利的缺口以做為

研發規劃的參考依據。 

 下面將對於本實例分析的各項步驟進行說明。 



 

34 
 

4.2.1 鎖定分析領域與搜尋相關專利 

 

    首先鎖定領域，依據前文所述，該開發案所欲發展的項目為一可裝設在機器

人身上的測距系統，並且是以雷射這項光學信號作為距離測量的要素，亦即發展

一可模組化的雷射測距系統。 

因此，鎖定雷射測距系統作為分析領域，接著對其相關專利進行搜尋，專利

資料庫選定技術資料相較於台灣更為完整的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之專利資料庫。依據前文所述的技術特點，以"laser 

range finder"以及"laser rangefinder"作為關鍵字進行專利搜尋，由於該開發案實際上

是在 2011 年二月進行專利分析，本研究為模擬當時的情境以作為後續可行性的驗

證，因此以公告或公開日期在 2011 年二月前的專利作為搜尋範圍，透過美國專利

商標局網站內建的搜尋引擎，如圖 4-1A、圖 4-1B、圖 4-2A 以及圖 4-2B 所示，分

別 鍵 入 (ABST/"laser range finder" or ABST/"laser rangefinder") and 

(ISD/1/1/1976->1/31/2011) 以 及 (ABST/"laser range finder" or ABST/"laser 

rangefinder") and (PD/1/1/2001->1/31/2011)進行搜尋，其搜尋結果分別為 161 篇公

告專利(Patent)以及 89 篇公開專利(Patent Application)。 

所謂公開專利即已在進行審查但尚未核准之專利，由於本研究所建立之專利

佈局分析方法其目的是要了解其他競爭者在該領域的專利佈局之概況以及技術發

展之現況，進而從中找出適當的研究發展方向，並得以在未來進行專利申請發展

自身的專利佈局。因此記錄了其他競爭者的研發成果，並未來很有可能具有排他

權的公開專利，同樣也在搜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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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A 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搜尋引擎入口 

 

 

圖 4-1B 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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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A 美國專利商標局公開專利搜尋引擎入口 

 

 

圖 4-2B 美國專利商標局公開專利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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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概略的遊覽過這些公告專利以及公開專利後會發現，並非每一篇專利所

記載之技術都是針對雷射測距系統。因此針對雷射測距系統的特點，以美國專利

分類號(United States Patent Classification, UPC)進行追加限制，符合雷射測距系統

之特點的美國專利分類號分別為 356: 光學測量與測試(Optics: measuring and 

testing)以及 359: 光學系統和要素(Optical: systems and elements)，追加這兩項美國

專利分類號為限制條件，所獲得的新搜尋字串分別為(ABST/"laser range finder" or 

ABST/"laser rangefinder") and (CCL/356/$ or CCL/359/$) and (ISD/1/1/1976 

->1/31/2011) 以及 (ABST/"laser range finder" or ABST/"laser rangefinder") and 

(CCL/356/$ or CCL/359/$) and (PD/1/1/1976->1/31/2011)，其搜尋結果分別為 110 篇

公告專利以及 42 篇公開專利。 

 接著對所搜尋到的專利逐篇閱讀，了解該些專利的技術特性，以利後續進行

分類與分析。本研究針對所搜尋到的每一篇專利之公告號(Patent Number)或公開號

(Publication Number)、專利名稱(Title)、公告日(Issue Date)或公開日(Publication 

Date)、分類號這類基本資料進行紀錄，並歸納整理其所記載之過去的問題、解決

的對策、技術特徵這類發明概要錄，形成一份專利研讀分析表，如表 4-1 所示，以

利後續進行技術分類、功效分類以及演化潛力分析。下面將以美國專利 7545485

號為例，說明如何有效率的將上述資訊填入本專利研讀分析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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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資料 

公告號/公開號  

專利名稱  

公告日/公開日  

分類號  

二、發明概要 

過去的問題  

解決的對策  

技術特徵  

表 4-1 專利研讀分析表 

 

以美國專利 7545485 為例，其基本資料皆可從該篇專利的第一頁中得到，如

圖 4-3 所示，各項方框內所表示的內容，由上至下分別為公告號、公告日、專利名

稱以及美國專利分類號。其中美國專利分類號並不只有一項，本研究以排序在首

位的美國專利分類號(Primary UPC)作為該篇專利的主要分類，填入專利研讀分析

表中之分類號欄內。而發明概要部分，其中過去的問題可以從該篇專利的發明背

景(Backgrand)的欄位找到，如圖 4-4 所示，一般而言專利文獻會在該部分前半段進

行先前技術(Prior Art)的介紹，並在末段或倒數第二段總結先前技術的缺陷或遭遇

的困難。解決的對策則需要對發明內容(Summary)進行較為深入的閱讀，並參考該

篇專利的附圖進行歸納與總結，專利文獻在發明內容的部分並沒有一個較為統一

的格式，有時甚至僅列舉其發明的組成元件，因此需要較為深入的閱讀，以了解

該發明與先前技術的不同，從中找出解決過去的問題的關鍵對策。而至於技術特

徵則可從該篇專利的權利項(Claim)內找到，如圖 4-5 所示，由於權利項是專利保

障其記載之發明的主要依據，因此權利項必然會記載其發明的主要特徵，而其中

與先前技術有所差異的部分，即為該發明得以有所進步的關鍵，亦即該篇專利的

技術特徵。最後所形成的專利研讀分析表則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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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美國專利 7545485 號之基本資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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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美國專利 7545485 號之過去的問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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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美國專利 7545485 號之技術特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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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公告號/公開號 US7545485 

專利名稱 LASER RADAR APPARATUS THAT MEASURES 

DIRECTION AND DISTANCE OF AN OBJECT 

公告日/公開日 2009/01/09 

分類號 356/4.01 

二、發明概要 

過去的問題 射出光的能量會在分光鏡與曲面鏡上有所散失，致使裝置的

可測量距離減少並使裝置難以微小化。 

解決的對策 移除分光鏡，改採用具有穿孔的平面鏡，並在曲面鏡中央部

分設成平面鏡。 

技術特徵 一面鏡組，包含有一與雷射光源同軸的穿孔以及一特定斜角

的反射面 

表 4-2 美國專利 7545485 號之專利研讀分析表 

  

 在逐篇閱讀所搜尋到之專利的過程中，會發現仍有些專利其記載之內容並非

是針對雷射測距系統的研發成果，而是其他將雷射測距系統作為部件之一的裝

置，如美國公告號 7576836、美國公開號 20090091446。這類專利其記載之技術並

非針對雷射測距系統，亦即雷射測距系統在該篇專利中並未有任何改進，並且其

專利範圍也並未包括雷射測距系統的設計。這類專利無助於了解其他競爭者在該

領域的專利佈局之概況以及技術發展之現況，因此不能作為後續分析的依據，需

要將之剔除。另外，先前所搜尋到之公開專利有些會與所搜尋到之公告專利的內

容有所重複，同樣在進行後續分析前需要將之排除，以免重複計算影響統計結果。

以人工篩選的方式剔除上述不合適之專利資料，最後採計 58 篇專利作為後續進行

技術分類、功效分類以及演化潛力分析的依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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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進行技術分類 

 

    完成相關專利的搜尋與彙整後，接著便著手準備對該些專利的技術分類，以

利後續建立技術功效矩陣以及演化潛力雷達圖。本研究將雷射測距系統拆解成五

個子系統，分別為產生並發射雷射信號的信號發射系統、傳遞雷射信號的信號傳

輸系統、感測反射回來之雷射信號的信號接收系統、解析雷射信號演算出相對距

離的信號處理系統以及作為平台承載上述子系統的承載平台系統。並將先前彙整

之專利資料，依其所改動的部件進行技術類別的分類。該技術分類的結構如圖 4-6

所示，定義則如表 4-3 所示。分類後的統計結果則由表 4-4 所示。 

 

 

圖 4-6 雷射測距技術分類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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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一階 技術二階 技術定義 

信號發射系統 針對產生並發射雷射信號之系統的設計 

信號源 針對產生雷射信號之元件的設計 

調頻裝置 針對改變雷射信號頻率之裝置的設計 

功率調控裝置 針對改變雷射信號功率之裝置的設計 

信號傳輸系統 針對傳遞雷射信號之系統的設計 

光路架構 針對雷射信號傳輸路徑之架構的設計 

鏡組元件 針對改變雷射信號傳輸方向之光學元件的設計 

驅動裝置 針對改變光學元件角度與位置之驅動裝置的設計 

信號接收系統 針對感測反射回之雷射信號之系統的設計 

感測元件 針對感測雷射信號之元件的設計 

放大裝置 針對放大雷射信號之裝置的設計 

濾波裝置 針對濾除雷射信號之裝置的設計 

信號處理系統 針對解析雷射信號演算相對距離之系統的設計 

演算程序 針對演算距離之程序的設計 

承載平台系統 針對承載上述子系統之平台系統的設計 

支撐架構 針對平台之支撐架構的設計 

旋轉驅動裝置 針對驅動平台旋轉之裝置的設計 

位置感測元件 針對感測平台旋轉位置之元件的設計 

表 4-3 雷射測距技術分類定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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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一階 技術二階 專利件數 小計 

信號發射系統 信號源 3 8 

調頻裝置 2 

功率調控裝置 3 

信號傳輸系統 光路架構 14 27 

鏡組元件 7 

驅動裝置 6 

信號接收系統 感測元件 3 7 

放大裝置 2 

濾波裝置 2 

信號處理系統 演算程序 9 9 

承載平台系統 支撐架構 1 7 

旋轉驅動裝置 3 

位置感測元件 3 

表 4-4 雷射測距技術分類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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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建立技術功效矩陣 

 

    完成技術分類後，再對先前彙整之專利資料依其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功效的分

類。本研究將雷射測距系統之相關技術欲達成的功效分為提升性能、提升可靠度、

降低成本以及增加附加價值四大類別，其結構如圖 4-7 所示，定義則如表 4-5 所示。

分類後的統計結果則由表 4-6 所示。 

 

 

圖 4-7 雷射測距功效分類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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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一階 功效二階 功效定義 

提升性能 提升雷射測距系統量測距離的性能 

增加量測範圍 改變測距範圍以配合不同的環境 

縮短最小量測距離 縮短可測量的最小距離 

提高反應速度 縮短測量距離的時間 

提升可靠度 提升雷射測距系統量測距離的可靠度 

降低控制誤差 降低由驅動控制所產生的誤差 

濾除信號雜訊 降低環境影響所產生的誤差 

提升防震效果 降低因震動所產生的誤差 

降低成本 降低架構雷射測距系統所需的成本 

減少元件數 減少系統所需的元件 

簡化裝置 簡化系統所需的裝置 

增加附加價值 增加雷射測距系統的附加價值 

使安裝維修容易 減少裝置複雜度使安裝與維修更加便利 

縮減體積 提高空間利用率使裝置更加緊密 

其他 關於增加附加價值但不屬於上述功能者 

表 4-5 雷射測距功效分類定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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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一階 功效二階 專利件數 小計 

提升性能 增加量測範圍 3 12 

縮短最小量測距離 6 

提高反應速度 3 

提升可靠度 降低控制誤差 9 25 

濾除信號雜訊 12 

提升防震效果 4 

降低成本 減少元件數 4 15 

簡化裝置 11 

增加附加價值 使安裝維修容易 2 6 

縮減體積 3 

其他 1 

表 4-6 雷射測距功效分類統計表 

 

完成功效的分類後，以技術類別與功效類別作為列與行，形成二維表格，將

先前彙整之專利資料在各分類項目的累計數量填入所對應的表格內，建立技術功

效矩陣，如表 4-7 所示。 

 

        功效 

   技術 
提升性能 提升可靠度 降低成本 增加附加價值

信號發射系統 3 4 1 0 

信號傳輸系統 7 11 4 5 

信號接收系統 2 2 3 0 

信號處理系統 0 5 4 0 

承載平台系統 0 3 3 1 

表 4-7 雷射測距技術功效矩陣表 

 



 

49 
 

4.2.4 建立演化潛力雷達圖 

 

    同樣在完成技術分類後，將所分類的信號發射系統、信號傳輸系統、信號接

收系統、信號處理系統以及承載平台系統依據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其進行分析。

本研究參考 Mann 分析風扇技術演化趨勢的方法[16]，將先前所彙整之專利資料

中，擇一專利為樣本，將上述各項系統依序對照各個演化趨勢，找出其所達到的

階段，並剔除不切合的演化趨勢後，建立各項系統的初步演化趨勢資料。接著，

將其他專利同樣依據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對其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先前建

立之初步演化趨勢資料，記錄其所改善的系統在演化趨勢上的發展，並與該初步

演化趨勢資料進行彙整，最後建立各項系統的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本案以美國專利 7403269 號為樣本，分析各項系統的演化趨勢，如圖 4-8 所示，

其信號傳輸系統在空間分割(Space Segmentation)的演化趨勢上，由於透鏡切出了一

個洞，因此達到中空結構(Hollow Structure)的階段。如此依序對照各個演化趨勢，

找出其所達到的階段，並剔除不切合的演化趨勢，建立各項系統的初步演化趨勢

資料，再與其他專利進行比較後，彙整成各項系統的最終演化趨勢資料，如表 4-8A

到表 4-8E 所示。依據最終演化趨勢資料，將其在各項演化趨勢中所達到的階段與

該演化趨勢最終階段的比例作為空間劃分的依據，建立各項系統的演化潛力雷達

圖，如圖 4-9A 到圖 4-9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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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美國專利 7403269 號之示意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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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Smart Materials Passive Material 

2 Space Segmentation Monolithic Solid 

3 Dynamization Immobile System 

4 Action Co-Ordination Partially Co-ordinated Action 

5 Rhythm Co-Ordination Continuous Action 

6 Mono-Bi-Poly (Similar) Bi-System 

7 Mono-Bi-Poly (Various) Bi-System 

8 Nesting (Up) Independent Structure 

9 Increasing Use of Colour No Use of Colour (Monochrome) 

10 Controllability Direct Control Action 

11 Reducing Human Involvment Human + Powered Tool 

12 
Reducing Number of Energy 

Conversions 
Two Energy Conversions 

表 4-8A 信號發射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9A 信號發射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52 
 

 

NO. TREND STAGE 

1 Smart Materials One-Way Adaptive Material 

2 Surface Segmentation 3D Roughened Surface 

3 Evoluton Macro To Nano Scale Approch Zero 

4 Increasing Asymmetry Matched Asymmetry In 2D 

5 Boundary Breakdown Few  Boundaries 

6 Dynamization Fully Flexible System 

7 Action Co-Ordination Different Actions During Intervals 

8 Mono-Bi-Poly (Similar) Bi -System 

9 Mono-Bi-Poly (Various) Bi-System 

10 
Mono-Bi-Poly (Increasing 

Differences) 

Component Plus Negative 

Component 

11 Nesting (Up) 
Structure Connected Into Higher 

Level System 

12 Trimming 
Elimination of non-key 

sub-systems 

表 4-8B 信號傳輸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9B 信號傳輸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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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Smart Materials One-Way Adaptive Material 

2 Space Segmentation Monolithic Solid 

3 Object Segmentation Segmented Solid 

4 Boundary Breakdown Many Boundaries 

5 Dynamization Immobile System 

6 Action Co-Ordination Partially Co-ordinated Action 

7 Mono-Bi-Poly (Similar) Mono-System 

8 Mono-Bi-Poly (Various) Bi-System 

9 Nesting (Up) Independent Structure 

10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Partially Transparent 

11 Trimming 
Elimination of non-key 

components 

12 
Reducing Number of Energy 

Conversions 
Two Energy Conversions 

表 4-8C 信號接收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9C 信號接收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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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Boundary Breakdown Few  Boundaries 

2 Non-Linearities 
Partial Accounting of 

Non-linearities 

3 Nesting (Up) 
Structure Connected Into Higher 

Level System 

4 Increasing Use of Senses 3 Senses 

5 Increasing Use of Colour No Use of Colour (Monochrome) 

6 Design Point 
Design optimised at two operating 

points 

7 Trimming 
Elimination of non-key 

components 

8 Reducing Human Involvment Human + Automated Tool 

9 Design Methodology Transient effects include 

表 4-8D 信號處理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9D 信號處理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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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Increasing Asymmetry Asymmetric In 1D 

2 Boundary Breakdown Many Boundaries 

3 
Geometric Evolution 

(Volumetric) 
Axi-Symmetric Structure 

4 Nesting (Down) Two-Level Hierarchy 

5 Dynamization Jointed System 

6 Mono-Bi-Poly (Similar) Bi-System 

7 Mono-Bi-Poly (Various) Bi-System 

8 Nesting (Up) 
Structure Connected Into Higher 

Level System 

9 Reduced Damping Over-Damped 

10 Degrees Of Freedom 2 DOF 

11 Trimming 
Elimination of non-key 

components 

12 Controllability Addition of Feedback 

表 4-8E 承載平台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9E 承載平台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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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進行專利佈局分析 

 

    由表 4-7 雷射測距技術功效矩陣表所示，可發現雷射測距的專利主要集中於信

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主要達成的功效則集中於提升可靠度，可得知各家廠商

在雷射測距的信號傳輸系統進行了較為積極的佈局，並以利用其相關技術提升可

靠度為最。由此判斷，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可靠度的提升是為競爭最

為激烈，侵權風險最高的項目，其相關專利數高達 11 篇，次一等的則是以信號傳

輸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性能的提升，競爭程度中上，侵權風險中上，其相關專利

數為 7 篇，再其次為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增加附加價值等相關專利數

為 5 篇到 1 之類型，競爭程度中下，侵權風險中下，最後為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

關技術達成達成增加附加價值等相關專利數為 0 篇之類型，競爭程度最低，侵權

風險最低。 

 由圖 4-9A 到圖 4-9E 各系統之演化潛力雷達圖所示，信號傳輸系統在許多演

化趨勢上已接近最終階段，其演化潛力較其他系統小，預測研發此系統之相關技

術相較其他系統更難獲得斬獲，研發效益相較其他系統為最低，而信號發射系統

與信號接收系統則相較其他系統有較大的演化潛力，預測研發此類系統之相關技

術相較其他系統更容易有所斬獲，研發效益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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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研發效益分成高、中、低三類，分別對應系統演化潛力大、中、小，

並將系統進行分類，如表 4-9 所示，研發效益高者為信號發射系統與信號接收系

統，研發效益中者為信號處理系統與承載平台系統，研發效益低者為信號傳輸系

統。需要注意的是，這邊的研發效益高低是雷射測距系統中之子系統的相對高低，

並非表示研發效益低者就不具有投資研發的價值。 

 

類別 系統 

研發效益高 
  信號發射系統、 

信號接收系統 

研發效益中 
  信號處理系統、 

承載平台系統 

研發效益低 信號傳輸系統 

表 4-9 雷射測距演化潛力分析表 

 

 本研究將雷射測距技術功效矩陣表各欄位代表的分類項目依專利數由少到多

進行排序，並以專利數的少到多表示競爭烈度的低到高以及侵權風險的低到高，

如表 4-10 所示，該表同時顯示了技術功效矩陣針對技術發展建議的排序，高順位

者建議激發技術創意，以開創另一競爭利基，低順位者建議發展專利迴避設計，

以避免侵害其他專利權人之專利。而本研究僅將專利數的多寡視為競爭烈度的低

到高以及侵權風險的低到高，對於發展的建議則將在下文結合研發效益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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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 項目 備註 

1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專利數最少 

2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3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4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5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6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7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8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專利數最多 

表 4-10 雷射測距技術功效矩陣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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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數少，競爭程度低，侵權風險低的項目在未來發展成專利時，由於前案

少，其專利之權利項的範圍得以較大，進而對競爭者產生較大的阻絕功效。假設

華寶在沒有相關技術背景之下欲要在雷射測距領域開創另一競爭利基，那麼專利

數少，競爭程度低，侵權風險低的項目應作為優先考慮的目標，同時由於資源有

限，應當優先考慮其中研發效益較高者。本研究以侵權風險高低為第一考量，對

於侵權風險相同者則比較研發效益，將本案所分類出的研發方向進行排序，由高

到低顯示適合發展的項目，如表 4-11 所示，並依此作為對研發人員設立開發方向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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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 項目 

1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2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3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4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5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6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7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8 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9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10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11 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12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13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14 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表 4-11 雷射測距之建議方向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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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案的分析結果，以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

價值是為在同樣低侵權風險中研發效益較高者，應作為在雷射測距領域的首要開

發項目，其次為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以信號處理系統以及

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針對技術研發方面，同樣可以參考技術系統

演化趨勢[18]，TRIZ 理論的研究者們在歸納演化趨勢的同時，也一併將各階段晉

升至下一階段的目的進行統計，透過查詢各趨勢過去進行演化的目的，可以預測

一系統若要改善特定項目，可能會從哪些趨勢上進行演化[8]。因此若要進行技術

開發，可以透過開發該系統在該些趨勢上的演化潛力來進行。例如以信號發射系

統為例，其在動態性(Dynamization)、單到多(Mono-Bi-Poly)以及增加顏色使用

(Increasing Use Of Colour)這幾個趨勢上，若從現有階段提升至下一個階段，在過

去的統計的結果中，其目的之一為增加系統功能，因此若要開發信號發射系統的

相關技術以達成增加附加價值，可以透過開發上述這幾個趨勢演化潛力。如開發

動態性的演化潛力，將其從固定系統(Immobile System)提升至關節系統(Jointed 

System)，依此進行創新，可能得以開發出如具旋轉式信號發射系統之雷射測距儀，

利用信號發射系統自身旋轉增加可量測的角度範圍，或是降低對平台的旋轉功能

需求以簡化裝置。開發增加顏色使用的演化潛力，可能得以開發出如具有不同顏

色信號源之雷射測距儀，利用不同顏色的信號發射源以在量測距離的同時辨別顏

色。 

針對專利佈局方面，除了對表 4-11 高順位的項目進行研發，進而申請專利發

展專利組合，對於低順位的項目，亦即高侵權風險而低研發效益者，如以信號傳

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以信號傳輸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等項目，則

可透過尋求技術轉移、交互授權等方式補強專利組合，擴展成更強力的專利圍牆

以鞏固產品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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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例分析二 

 

    以數位油表開發為例，利用本研究提出之專利佈局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關於本實例，其發展緣由為造隆股份有限公司的數位儀表開發案，該開發案

原與油表無關，但由於汽車油表無法精確顯示殘餘油量亦是習知以久的問題，該

公司亦有興趣透過數位顯示來解決這項問題，未來有意願開發一數位油表系統，

本研究因此針對數位油表進行專利佈局分析，以期提供研發規劃的參考依據。 

 下面將對於本實例分析的各項步驟進行說明。 

 

4.3.1 鎖定分析領域與搜尋相關專利 

 

    本實例為發展一數位油表，因此鎖定數位油表作為分析領域，接著對其相關

專利進行搜尋，專利資料庫選定美國專利商標局之專利資料庫，以"fuel gauge"、

"fuel measuring"以及"Digital"作為關鍵字進行專利搜尋，鍵入之關鍵字串為

ABST/("fuel gauge" or "fuel measuring") and ("digital") and not ("battery")，其搜尋結

果分別為 29 篇公告專利以及 12 篇公開專利。 

 接著對所搜尋到的專利逐篇閱讀，了解該些專利的技術特性，形成如同前文

所述之專利研讀分析表，並如同前文所述以人工篩選的方式剔除非數位油表之專

利資料以及與公告專利內容重複之公開專利，最後採計 27 篇專利做為後續進行技

術分類、功效分類以及演化潛力分析的依據資料。 

 



 

63 
 

4.3.2 進行技術分類 

 

    本研究將數位油表拆解成四個子系統，分別為存放油料的油料儲蓄系統、測

量油量的油量測量系統、處理測量訊號形成油量相關資訊的資訊處理系統以及顯

示油量資訊的油量顯示系統。並將先前彙整之專利資料，依其所改動的部件進行

技術類別的分類。該技術分類的結構如圖 4-10 所示，定義則如表 4-12 所示。分類

後的統計結果則由表 4-13 所示。 

 

數位油表技術

油量測量系統

油料儲蓄系統

油量顯示系統

資訊處理系統

演算程序

電壓分壓裝置

油位感測裝置

顯示介面

編碼裝置

油槽結構

放大裝置
轉換裝置

 

圖 4-10 數位油表技術分類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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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一階 技術二階 技術定義 

油料儲蓄系統 針對存放油料之系統的設計 

油槽結構 針對油槽之結構的設計 

油量測量系統 針對測量油量並產生量測信號之系統的設計 

感測裝置 針對感測油位等資訊之裝置的設計 

電壓分壓裝置 針對提供能量以產生量測信號之裝置的設計 

資訊處理系統 針對解析量測信號演算油量相關資訊之系統的設計

放大裝置 針對放大量測信號之裝置的設計 

轉換裝置 針對將類比信號轉換成數位信號之裝置的設計 

 演算程序 針對演算油量相關資訊之程序的設計 

油量顯示系統 針對顯示油量相關資訊之系統的設計 

編碼裝置 針對將油量數位資訊形成顯示信號的設計 

顯示介面 針對顯示介面的設計 

表 4-12 數位油表技術分類定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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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一階 技術二階 專利件數 小計 

油料儲蓄系統 油槽結構 1 1 

油量測量系統 感測裝置 9 12 

電壓分壓裝置 3 

資訊處理系統 放大裝置 0 13 

轉換裝置 3 

演算程序 10 

油量顯示系統 編碼裝置 0 1 

顯示介面 1 

表 4-13 數位油表技術分類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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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建立技術功效矩陣 

 

    完成技術分類後，再對先前彙整之專利資料依其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功效的分

類。本研究將數位油表之相關技術欲達成的功效分為提升性能、提升可靠度、降

低成本以及增加附加價值四大類別，其結構如圖 4-11 所示，定義則如表 4-14 所示。

分類後的統計結果則由表 4-15 所示。 

 

雷射測距功效

提升性能

提升可靠度

增加附加價值

降低成本

使安裝維修容易

增加量測精度

濾除信號雜訊
降低環境破壞簡化裝置

其他

降低使用環境限制

縮減體積

增加額外資訊

 

圖 4-11 數位油表功效分類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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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一階 功效二階 功效定義 

提升性能 提升數位油表量測油量的性能 

增加量測精度 增加量測的最小尺度 

提升可靠度 提升數位油表量測油量的可靠度 

降低使用環境限制 降低不同的使用環境影響所產生的誤差 

濾除信號雜訊 降低環境影響所產生的誤差 

降低環境破壞 降低環境對系統的破壞 

降低成本 降低架構數位油表所需的成本 

簡化裝置 簡化系統所需的裝置 

增加附加價值 增加數位油表的附加價值 

使安裝維修容易 減少裝置複雜度使安裝與維修更加便利 

縮減體積 提高空間利用率使裝置更加緊密 

 增加額外資訊 將油量資訊換算成其他相關資訊 

其他 關於增加附加價值但不屬於上述功能者 

表 4-14 數位油表功效分類定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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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一階 功效二階 專利件數 小計 

提升性能 增加量測精度 2 2 

提升可靠度 降低使用環境限制 10 12 

濾除信號雜訊 1 

降低環境破壞 1 

降低成本 簡化裝置 5 5 

增加附加價值 使安裝維修容易 3 8 

縮減體積 1 

增加額外資訊 2 

其他 2 

表 4-15 數位油表功效分類統計表 

 

完成功效的分類後，以技術類別與功效類別作為列與行，形成二維表格，將

先前彙整之專利資料在各分類項目的累計數量填入所對應的表格內，建立技術功

效矩陣，如表 4-16 所示。 

 

        功效 

   技術 
提升性能 提升可靠度 降低成本 增加附加價值

油料儲蓄系統 0 1 0 0 

油量測量系統 1 4 3 4 

資訊處理系統 1 7 2 3 

油量顯示系統 0 0 0 1 

表 4-16 數位油表技術功效矩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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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建立演化潛力雷達圖 

 

    同樣在完成技術分類後，將所分類的油料儲蓄系統、油量測量系統、資訊處

理系統以及油量顯示系統依前文所述之方式進行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分析。本案以

美國專利 4102191 號為樣本，分析各項系統的演化趨勢，建立各項系統的初步演

化趨勢資料，再與其他專利進行比較，彙整成各項系統的最終演化趨勢資料，如

表 4-17A 到表 4-17D 所示。依據最終演化趨勢資料，將其在各項演化趨勢中所達

到的階段與該演化趨勢最終階段的比例作為空間劃分的依據，建立各項系統的演

化潛力雷達圖，如圖 4-12A 到圖 4-12D 所示。 



 

70 
 

 

NO. TREND STAGE 

1 Smart Materials Passive Material 

2 Space Segmentation Hollow Structure 

3 Surface Segmentation Smooth Surface 

4 Webs And Fibres Homogenous Sheet Structure 

5 
Geometric Evolution 

(Volumetric) 
Fully 3D Structure 

6 Dynamization Immobile System 

7 Mono-Bi-Poly (Similar) Poly-System 

8 Mono-Bi-Poly (Various) Mono-System 

9 Reduced Damping Over-Damped 

10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Opaque Construction 

11 Design Point Design re-optimised continuously 

12 Trimming Trimmed System 

表 4-17A 油料儲蓄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12A 油料儲蓄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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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Smart Materials One-Way Adaptive Material 

2 Space Segmentation Hollow Structure 

3 Object Segmentation Field 

4 Boundary Breakdown Many Boundaries 

5 Geometric Evolution (Volumetric) Axi-Symmetric Structure 

6 Dynamization Field Based System 

7 Rhythm Co-Ordination 
Different Actions During 

Intervals 

8 Non-Linearities Linear Consideration of System 

9 Mono-Bi-Poly (Similar) Bi-System 

10 Mono-Bi-Poly (Various) Tri-System 

11 Costomer Purchase Focus Reliability 

12 Controllability Direct Control Action 

表 4-17B 油量測量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12B 油量測量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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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END STAGE 

1 Boundary Breakdown Few Boundaries 

2 Action Co-Ordination Partially Co-ordinated Action 

3 Mono-Bi-Poly (Similar) Bi-System 

4 Mono-Bi-Poly (Various) Poly-System 

5 
Mono-Bi-Poly (Increasing 

Differences) 

Components With Biased 

Characteristics 

6 Nesting(Up) 
Structure Connected Into Higher 

Level System 

7 Reduced Damping Under-Damped (Oscillatory) 

8 Increasing Use Of Senses 4 Senses 

9 Design Point 
Design optimised at several 

discrete operating points 

10 Controllability Intelligent Feedback 

11 Automated Tool Automated Tool 

12 
Reducing Number Of Energy 

Conversions 
One Energy Conversion 

表 4-17C 資訊處理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12C 資訊處理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73 
 

 

NO. TREND STAGE 

1 Boundary breakdown No Boundaries 

2 Geometric evolution (volumetric) Planar Structure 

3 Mono-bi-poly (similar) Bi-System 

4 Mono-bi-poly (various) Poly-System 

5 Nesting(up)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Higher 

Level System 

6 Increasing use of senses 1 Sense 

7 Increasing use of colour Binary Use of Colour 

8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ctive Transparent Elements 

9 Costomer purchase focus Convenience 

10 Design point Design re-optimised continuously 

11 Controllability Direct Control Action 

12 Reducing human involvment Automated Tool 

表 4-17D 油量顯示系統最終演化趨勢資料 

 

 

圖 4-12D 油量顯示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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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進行專利佈局分析 

 

    由表 4-16 數位油表技術功效矩陣表所示，可發現數位油表的專利主要集中於

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主要達成的功效則集中於提升可靠度，可得知各家廠

商在數位油表的資訊處理系統進行了較為積極的佈局，並以利用其相關技術提升

可靠度為最。由此判斷，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可靠度的提升是為競爭

最為激烈，侵權風險最高的項目，其相關專利數高達 7 篇，次一等的則是以油量

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可靠度的提升以及增加附加價值，競爭程度中上，侵權

風險中上，其相關專利數為 4 篇，再其次為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降低

成本等相關專利數為 3 篇到 1 之類型，競爭程度中下，侵權風險中下，最後為以

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達成達成增加附加價值等相關專利數為 0 篇之類型，競

爭程度最低，侵權風險最低。 

 由圖 4-12A 到圖 4-12D 各系統之演化潛力雷達圖所示，資訊處理系統在許多

演化趨勢上已接近最終階段，其演化潛力較其他系統小，預測研發此系統之相關

技術相較其他系統更難獲得有用的成果，研發效益相較其他系統為最低，而油料

儲蓄系統則相較其他系統有較大的演化潛力，預測研發此類系統之相關技術相較

其他系統更容易獲得有用的成果，研發效益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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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同樣將研發效益分成高、中、低三類，分別對應系統演化潛力大、中、

小，並將系統進行分類，如表 4-17 所示，研發效益高者為油料儲蓄系統，研發效

益中者為油量測量系統與油量顯示系統，研發效益低者為資訊處理系統。同樣需

要注意的是，這邊的研發效益高低是數位油表中之子系統的相對高低，並非表示

研發效益低者就不具有投資研發的價值。 

 

類別 系統 

研發效益高   油料儲蓄系統 

研發效益中 
  油量測量系統、 

油量顯示系統 

研發效益低 資訊處理系統 

表 4-17 數位油表演化潛力分析表 

 

 本案同樣將數位油表技術功效矩陣表各欄位代表的分類項目依專利數由少到

多進行排序，並以專利數的少到多表示競爭烈度的低到高以及侵權風險的低到

高，如表 4-18 所示，該表同時顯示了技術功效矩陣針對技術發展建議的排序，高

順位者建議激發技術創意，以開創另一競爭利基，低順位者建議發展專利迴避設

計，以避免侵害其他專利權人之專利。而本案同樣僅將專利數的多寡視為競爭烈

度的低到高以及侵權風險的低到高，對於發展的建議則將在下文結合研發效益來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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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 項目 備註 

1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專利數最少 

2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3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4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5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6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專利數最多 

表 4-18 數位油表技術功效矩陣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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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前文所述，專利數少，競爭程度低，侵權風險低的項目在未來發展成專

利時，由於前案少，其專利之權利項的範圍得以較大，進而對競爭者產生較大的

阻絕功效。假設造隆在沒有相關技術背景之下欲要在數位油表領域開創另一競爭

利基，那麼專利數少，競爭程度低，侵權風險低的項目應作為優先考慮的目標，

同時由於資源有限，應當優先考慮其中研發效益較高者。本案同樣以侵權風險高

低為第一考量，對於侵權風險相同者則比較研發效益，將本案所分類出的研發方

向進行排序，由高到低顯示適合發展的項目，如表 4-19 所示，並依此作為對研發

人員設立開發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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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 項目 

1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2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3 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4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5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 

6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7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降低成本、 

8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9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以油量測量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 

10 以資訊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 

表 4-19 數位油表之建議方向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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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案的分析結果，以油料儲蓄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降低成本以及增

加附加價值是為在同樣低侵權風險中研發效益較高者，應作為在數位油表領域的

首要開發項目，其次為以油量顯示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提升可靠度以及降

低成本。針對技術研發方面，如同前文所述可以參考技術系統演化趨勢，透過開

發系統的演化潛力來進行。例如開發油料儲蓄系統的動態性的演化潛力，將其從

固定系統提升至關節系統，可能得以開發出如可動式油槽結構之數位油表，利用

油料儲蓄系統自身擺動減少移動過程中的晃動影響。或是開發油量顯示系統的幾

何演化的演化潛力，將其從平面結構提升至 2 維甚至 3 維結構，可能得以開發出

如立體顯示介面之數位油表，利用立體的顯示螢幕讓使用者得以從多種角度進行

觀測。 

針對專利佈局方面，除了對表 4-19 高順位的項目進行研發，進而申請專利發

展專利組合，對於低順位的項目，亦即高侵權風險而低研發效益者，如以資訊處

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可靠度等項目，則可透過尋求技術轉移、交互授權等方式

補強專利組合，擴展成更強力的專利圍牆以鞏固產品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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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案例一中，依本研究的專利佈局分析結果，假設華寶在沒有相關技術背景

之下欲要在雷射測距領域開創另一競爭利基，那麼針對技術研發方面建議的發展

項目則如表 4-11 所示，以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

值作為在雷射測距領域的首要開發項目。而若僅用技術功效矩陣進行專利佈局分

析，則其建議的發展項目則如表 4-10 所示，以信號發射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

價值、以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增加附加價值、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增

加附加價值、以信號處理系統的相關技術提升性能以及以承載平台系統的相關技

術提升性能這個五個項目皆為首要開發著手佈局的項目。比較表 4-11 與表 4-10，

可以發現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在技術研發方面提出的建議開發項目有更加精細的順

位，同順位的項目更少，因此更有利於研發人員集中資源於少數的項目進行發展。 

 在案例二中，同樣假設造隆在沒有相關技術背景之下欲要在數位油表領域開

創另一競爭利基，依本研究的專利佈局分析結果，針對技術研發方面建議的發展

項目如表 4-19 所示，若僅用技術功效矩陣進行專利佈局分析，則其建議的發展項

目則如表 4-18 所示，比較表 4-19 與表 4-18，同樣可以發現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在技

術研發方面提出的建議開發項目有更加精細的順位，同順位的項目更少，因此更

有利於研發人員集中資源於少數的項目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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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驗證建議開發項目是否為有利於發展的方向，本研究嘗試以完成分析後

的專利發展進行佐證。本研究再次搜尋案例一雷射測距領域的專利，並鎖定 2011

年二月以後之專利資料，共搜尋到 4 篇針對雷射測距系統之公開專利，其中美國

公開專利 20120069325 號揭露了一種雷射測距系統，以紅綠藍三色的雷射光作為

信號源，以在測距的同時獲得目標物的顏色資訊，如圖 4-13 所示，另外美國公開

專利 20110261368 號揭露了另一種雷射測距系統，以複數個發射源和感測器組成

的陣列脫離對旋轉裝置的需求，如圖 4-14 所示，而美國公開專利 20120113409 號

以及美國公開專利 20110051117 號則為針對信號傳輸系統的設計，然而其內容與

2011 年二月前之專利內容相比並未有所創新，推估為專利迴避設計後的產物。美

國公開專利 20120069325 號以及 20110261368 號證實了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

收系統的相關技術確實在近一年內有所發展，而信號處理系統與承載平台系統在

過去這一年內並未有任何新的專利資料，推測應無實質的發展。因此相較於信號

處理系統與承載平台系統，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收系統應是更易於進行發展

的項目。比較表 4-11 與表 4-10，可以發現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在技術研發方面建議

的發展項目確實凸顯了更易於進行發展的項目，因此對於研發人員在技術發展以

及後續申請專利發展專利組合的效率提高上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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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美國公開專利 20120069325 號基本資料、摘要以及示意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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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美國公開專利 20120061368 號基本資料、摘要以及示意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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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於本研究在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皆是假設公司企業欲要在一特定領域開

創另一競爭利基，因此在綜合分析作出建議方向時，優先考慮專利數少的分類項

目，亦即將侵權風險的影響權重設定為遠大於研發效益的影響權重。但若僅就產

品研發的角度考慮，由於透過進行專利迴避可以削弱產品侵權的可能性，此時侵

權風險的影響權重就不至於遠大於研發效益的影響權重。對於不打算壟斷產品市

場並且資金緊缺的公司企業，研發效益的高低或許反而更為重要，因而對於侵權

風險低而研發效益低的分類項目與侵權風險高而研發效益高的分類項目，其作為

建議方向的優先順序有可能需要置換過來，亦即優先考慮研發效益其次才考慮侵

權風險。就目前而言，侵權風險的影響權重與研發效益的影響權重還未有一個標

準，因此若要進行交互比較勢必還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僅就外部環境的專利佈局現況以及技術發展現況作分析並

進而提出建議方向，但對於公司企業來說，其內部過去累績的技術對於研發人員

設立開發方向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於在某分類項目已具有相關技術背景的

公司，其在該分類項目的研發效益理應高於不具有相關技術背景的公司，因此實

際上在對研發人員提出建議方向時，應考慮不同公司所具有的技術背景。本案例

並未考慮華寶已具有的技術背景，僅為假設其無任何技術背景的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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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結 

 

    本章節以雷射測距模組以及數位油表為案例進行實例研究，利用本文提出之

專利佈局分析方法對該領域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相較於僅依靠技術功效矩陣進

行分析之結果，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在技術研發方面提出的建議開發項目有更加精

細的順位，同順位的項目更少，因此本研究提出之方法更有利於研發人員集中資

源於少數的項目進行發展。並由 2011 年二月以後在雷射測距領域之專利資料驗證

本研究建議之開發項目是否為有利於發展的方向，其中美國公開專利 20120069325

號以及 20110261368 號證實了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收系統的相關技術確實在

近一年內有所發展，相較於其他系統在過去這一年內並未有任何新的專利資料，

信號發射系統以及信號接收系統應是更易於進行發展的項目。可以發現本研究提

出之方法在案例一中關於技術研發方面的建議發展項目確實凸顯了更易於進行發

展的項目，因此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對於研發人員在技術發展以及後續申請專利發

展專利組合的效率提高上更加有利。然而本研究之分析結果是假設公司企業欲要

在一特定領域開創另一競爭利基，並且該公司在該領域無任何相關之技術背景，

因此僅為理論分析，若要實際對研發人員提出建議方向仍需考慮該公司之發展目

的以及該公司已具有的技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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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專利佈局分析的方法，係對於一特定領域利用技術功效矩陣區

分出侵權風險低的分類項目，再利用技術系統演化趨勢從中找出研發效益高的項

目，依此作為設立研發項目發展專利佈局的建議方向，使的研發人員能避開侵權

的風險，集中資源發展易有實質研發成果的項目，進而使的拓展專利佈局更加容

易。本研究所發展之方法流程與實例研究已於前述各章節詳盡討論，在此將結論

歸納整理如下: 

(1) 依靠技術功效矩陣進行專利佈局分析，對於專利累計數量相同的分類項目將給

予相同的建議，針對技術研發方面，專利數同樣少的分類項目作為建議發展的

排序也將相同，因此其分析出來的結果會有許多分類項目同位於首要建議發展

項目，對於研發人員而言這樣的建議範圍太大，不利於資源的集中以加速研發

的進展。 

(2) 本文提出之方法能對專利累計數量相同的分類項目再進行細分，針對技術研發

方面，專利數同樣少的分類項目將透過系統的演化潛力大小再進一步排序，使

建議發展的排序更加精細，相同排序的分類項目更少，使研發人員得以集中資

源加速研發的進展，進而能更加有效率的發展專利組合拓展專利佈局。 

(3) 本文提出之方法在對專利數同樣少的分類項目進一步排序的過程中，能辨別其

中較易於發展的項目，提高該項目的優先性，使較易於發展的項目在建議發展

的排序中得以靠前，使研發人員得以集中資源於易於發展的項目，避開遭遇技

術瓶頸的可能，縮短整體發展專利組合的時程，進而得以有效率的拓展專利佈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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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展望 

 

    本研究在綜合分析作出建議的佈局方向時，將侵權風險的影響權重設定為遠

大於研發效益的影響權重。但若僅就產品研發的角度考慮，由於透過進行專利迴

避可以削弱產品侵權的可能性，對於不打算壟斷產品市場並且資金緊缺的公司企

業，研發效益的高低或許反而更為重要。因此如何設定侵權風險與研發效益的影

響權重，使的兩者能在不同的情況下進行交叉比較，對於不同的公司發展專利佈

局相信會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僅就外部環境的專利佈局現況以及技術發展現況作

分析並進而提出建議方向，但對於公司企業來說，其內部過去累績的技術對於研

發人員設立開發方向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如何計算公司內部過去累績的

技術優勢，使其納入專利佈局的分析，相信會有助於研發人員設立開發方向並更

有效地發展專利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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