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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建議事項及複賽新增事項

3

項次 評審委員建議事項 團隊說明 報告書頁次

1 專利分析及檢索策略完整。 感謝評審委員鼓勵。

2
運用Pajek輔助分析，建議須注意主路

徑發展使用。

相關說明本報告增加核心專利(主路徑專利)及技術說明於附件。其他說明請見建議事

項5。
p.67

3
建議技術生命週期應以所有國家整體

分析較為恰當。
已增加所有國家整體分析之生命週期圖。 p.63-64

4 魚骨圖建議增加機器人技術
本團隊在探討醫療用手術機器人時，同時針對機器人裝置進行研究，以利團隊進行

手術機器人之整體分析。
p.8

5
運用技術路徑分析技術發展，建議須

注意是否為真正主軸技術。

主路徑分析是廣為文獻分析學者所接受與採納的引用分析方法，其將複雜網路予以

大幅抽象化、抽離出少數節點來代表技術領域的文獻演進。在這樣劇烈抽象化的過

程下，其導出演進脈絡的正確性常會引起質疑。學者們無法從數學上證明、多是以

其他指標、或是以其和現實情況的對照來佐證其正確或代表性。本團隊除詳細說分

析的參數選擇外，也採類似的方式（例如對照引用數）來觀察。

p.67

項次 複賽報告新增項目 頁次

1 伍、三、中國專利分析 p.40-51

2 伍、五、全球專利技術生命週期圖 p.63-64

3 陸、專利布局暨產業發展策略與建議 p.72-87

4 機器人技術魚骨圖 p.8

5 核心專利及技術說明 (主路徑專利) & 布布為贏團隊成員簡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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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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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標的

儘管面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因應藥品及數位醫療等各項需求，全球生技產
業不受景氣影響而逆勢成長，生技產業特性雖然需要長期開發、投資風險高，但亦具
有高報酬、受到專利保護、產品生命週期長且可應用廣泛結合多項領域之特性。

生技產業應用範圍

1. 國家安全

2. 經濟發展

3. 健康福祉

4. 環境永續

生技產業發展

1.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2. 列入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3. 2020年醫療器材管理法

4. 2022年實施新版「生技醫藥

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

5. 新增數位醫療

產業推動方案

1. 產業加速轉型

2. 通訊技術提升結合AI

3. 高階醫材創新

4. 精準醫療興起

5. 新興醫療器材-智慧化手術及

導航系統之輔助下，讓手術

精準度有效提升

醫療結合科技

1. 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階層式

異常警報，減少最高管理者

訊息負擔。

2. 受到鈦隼生技腦部手術機器

人的啟發以「醫療手術機器

人」為主題。

3. 運用主路徑的分析方法發掘

出主要的技術發展脈絡，用

以分析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精準醫療需求

◆本團隊期望透過「醫療用手術機器人」之專利分析，對應全球醫療生技

產業現況觀察，並提出技術發展預測中各項重要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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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與流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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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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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用手術機器人介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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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用手術機器人是集合多項現代高科技於一體的醫療器材，不同於傳統的手術概念，

手術機器人讓醫生可以遠離手術臺，並透過操縱機器進行手術。

醫療用手術機器人是什麼?

■ 優點

✓ 醫生可以減少手術疲勞、手抖造成之風險，手

術精準度有效提升，且能預防高危險手術之疾

病傳染疑慮。

✓ 患者手術創傷面積能縮小，恢復時間加快，感

染風險較低。

◼ 隨著人們對精準醫療追求持續提升，帶動醫療用

手術機器人產業快速成長，發展潛力不容小覷。

10



■ 檢索分析條件中機器人手術系統
其系統核心包含

□ 3D-HD超高解析度視野

□ 仿真手腕手術器械

□ 特殊控制台

■ 涵蓋

□ 九大「核心技術」

□ 四種「使用場景」

□ 三項「服務」

□ 四型態「手臂類型」

醫療手術機器人技術架構

11參考報告書p. 14



專利分析與布局建議

4

■ 技術生命週期綜合比對
■ 技術演進及發展趨勢
■ 領域主要專利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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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於此領域的強勢性

■ 美國及日本其專利佈局較早，目前已趨於成熟

■ 中國於此領域尚在蓬勃發展

■ 台灣於此領域專利數量過少，儘管有成長期之
趨勢，相對處於技術萌芽期

技術生命週期綜合比對

13參考報告書p. 17, 65, 66



技術演進及發展趨勢

14參考報告書p. 71



技術演進及發展趨勢

15參考報告書p. 75



領域主要專利權人

16參考報告書p. 76



■ 全球手術機器人專利現況與台灣之優勢與機會

□ 專利市場群雄「併」起，「導航」開創新藍海

□ 台灣尚無明顯指標申請人，應有布局機會

□ 台灣半導體、資訊電子製造與IT產業領先全球

■ 台灣手術機器人專利規劃與布局策略

□ 釐清目標與考量關鍵技術

□ 擬定策略，評估可用資源，整合上下游夥伴

□ 探究各國審查基準，走向國際 (遠程目標)

布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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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手術機器人產業規模
■ 台灣產業現況PEST分析
■ 五力分析產業生存風險
■ SWOT分析 X 策略矩陣
■ 藍海策略工具擬定

產業分析與布局建議



■ 全球醫療用手術機器人市場規模: 46.2億美元 → 97.1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16%。

■ 北美市場份額占比最大，其次為歐洲，亞洲居三。

■ 亞洲成長速度最快，主係經濟快速成長及對於手術機器人之接受度較大。

全球手術機器人產業規模
2018年 2023年

(Informa, Market Intel： Medtech Giants Ready To Battle Frontrunner Intuitive 

Surgical In ‘Soft Surgery Robotics’, Apr. 2020.)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Surgical Robots Market Component： Systems, Accessories & Consumables, and Services; Application：
Gynecological Surgery, Urological Surgery, Neurosurgery, Orthopedic Surgery,General Surgery, and Others; Method：Minimally 

Invasive and Open Surgery; and End User： Hospitals and Ambulatory Surgical Centers) - Global Industry Analysis, Size, Share,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19 - 2027, Feb. 2021) 19



台灣產業現況PEST分析
台灣醫療用手術機器人產業

PEST分析

P

政治

✓ 五加二-亞洲‧矽谷方案，計畫結合AI、5G與IoT技術，協助企業(包含醫療
產業)介接創新研發能量，以提升企業產能與附加價值。

✓ 五加二-生醫產業創新方案，計畫建置台灣成為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
打造完善生態體系，整合在地創新聚落，連結國際市場資源，藉以促進台
灣生醫產業

支持度高

E

經濟

✓ 台灣醫療投入預算逐年攀升

✓ 台灣各醫療機構在經費有限，又有多項醫療設施與服務項目須投入之情況
下，資金很難優先規畫給醫療用手術機器人之引進使用

支持度

持平

S

社會

✓ 智慧醫療潮流興起

✓ 台灣人民對手術機器人接受度高
支持度高

T

科技

✓ 台灣醫學研究水準高

✓ 台灣機械設備產業及ICT科技產業具高研發能量
支持度高

綜上評估，台灣總體環境對醫療用手術機器人產業支持度高，有利於該產業之發展。 20



目前醫療用手術機器人廠商眾多，競爭激烈，然而隨著醫療器材數位化趨勢興起，醫
療用手術機器人產業正處快速成長階段，仍有相當大之發展空間，生存風險普通偏高

五力分析產業生存風險

國內: 鈦隼、炳碩、瑞鈦、上銀
國外: Medicaroid、Meere、
Intuitive Surgical、Asensus
Surgical 、CMR Surgical 、
Distalmotion 、Johnson & 
Johnson 、 Siemens 、
Medrobotics 、Memic
Innovative Surgery 、 Renishaw 、
Zimmer 、北京柏惠維康科技、華
志醫療、Medtronic

手術機器人廠商

21參考報告書p. 83



SWOT分析 X 策略矩陣
S 內部優勢

✓ 台灣醫療品質高

✓ 台灣機械設備產業及ICT科技產業具高研發能量

✓ 政府推出五加二政策支持

W內部劣勢

✓ 台灣目前尚無指標廠商

✓ 跨域整合人才不易找尋

✓ 數位醫療法規變革緩慢

✓ 缺乏完善測試驗證場域及機制

✓ 醫院導入醫療用手術機器人之高建置成本問題

O外部機會

✓ 智慧醫療潮流席捲全球

✓ 亞洲國家對手術機器人接
受度高

SO策略

✓ 業者應持續提升研發技術與系統整合能力

✓ 緊跟國家發展政策，規劃醫療用手術機器人開發計畫

WO策略

✓ 培育手術機器人開發應用之數位醫療人才

✓ 加速醫療器材法規變革

✓ 打造手術機器人測試驗證場域與機制

✓ 制定醫療用手術機器人導入策略與經費規劃

T外部威脅

✓ 國際大廠已插旗主要市
場，台灣缺乏海外出海口

ST策略

✓ 產業間跨域整合

✓ 以使用者為導向，發展創新商業模式，提高台灣手術
機器人產業之附加價值與差異化

✓ 積極開發藍海市場

WT策略

✓ 進行產業變革

✓ 退出市場

22參考報告書p. 86



藍海策略工具擬定

23參考報告書p. 87



我們提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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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及生技產業發展條例支持下，手術機器人開發製造商
及CDMO 生技代工廠商能應用台灣現有之產業優勢，成立手術機器人產業聯盟，結
合不同業者進行跨域合作。

■ 盤點台灣醫療用手術機器人產業上中下游能量

■ 挖掘潛在合作廠商

■ 串聯產業

台灣手術機器人產業鏈全景圖暨競合策略研擬

25參考報告書p. 87



■ 持續提升研發技術與系統整合能力
■ 培育手術機器人開發應用之數位醫療人才
■ 加速醫療器材法規之變革
■ 打造手術機器人測試驗證場域及機制
■ 緊跟國家發展政策，規劃醫療用手術機器人開發與導入計畫
■ 產業間跨域整合，並以使用者為導向，發展創新商業模式，提高台灣手術機器人

產業之附加價值與差異化
■ 積極開發藍海市場

研擬產業聯盟推動方案

26參考報告書p. 88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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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產業合併：跨界併購、與不同軟硬體及系統商合作，逐
漸往導航影像、機器學習及觸覺傳感方面研究結合，以
提高手術效率。

專利尚處於萌芽期，但由於全球佈局已趨於成熟，於硬
體相關之專利恐不易超越美日大廠多年的經營。

發展趨勢

軟體面向之專利，可能會是未來發展重點趨勢。而台灣
的傳統強項就是ICT領域，近年則已有相當健全的光學產
業，或許未來國內產業可以更專注這一部分並應用
CDMO進行系統整合成立產業聯盟，運用台灣現有產業
環境優勢，切入手臂末端治工具領域結合系統整合影像
或光學定位等方向，相信台灣在此必定可以闖出自己的
一片藍海。

台灣現況

布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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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布布為贏夥伴
袁廖杰隊長
洪昭元
扈采薇
蘇琳喻
董虹君

感謝
鈦隼陳階曉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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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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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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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策略說明

專利檢索策略流程

資料收集 專利檢索

調整檢索式

專利分析圖表分析關鍵技術

策略佈局

收集產業資訊 各式資料探索

條件調整、限縮

收集各種指標

主要專利

33



技術特徵 X 關鍵字串

檢索策略說明

1.設定檢索策略

2.使用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PSS)進行檢索

3.檢索標的設定為全球主要區域如:USPTO、JPO、TIPO、EPO、WIPO 

4.設定關鍵字與分類號組成(手術機器人查詢分類號分別為A61B、B25J、G06相關系列)

34



申請日: 2000/01/01~2021/08/01

檢索區間

檢索範圍

檢索字串

全球專利(此處全球專利為台灣、中國、美國、日本、歐
洲及WO之公開與公告專利)

檢索歷程

檢索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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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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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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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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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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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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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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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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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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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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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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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家佔有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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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主要專利權人比較

美國 日本 中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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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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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IPC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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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分析

本團隊整理之專利脈絡圖 本團隊整理之主路徑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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