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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年來政府大力鼓勵創新產業，許多新創公司紛紛冒頭，新構思、新產品也

隨之出籠。創新產業想長久發展下去，申請專利保護是必須的，故有效規劃專利

布局並予以實施，對企業未來有良好的影響。本月專題「優質專利之布局與運用

三部曲」，討論專利布局對企業的重要性，從說明如何分析專利地圖來進行專利

布局，到智慧財產權相關的實務推廣與保護以及契約的擬定，告訴各位讀者們，

優質專利不僅是有一個好的專利，更重要的是要有優良的經營規劃及發展策略。

論述則簡介美國法院對蘋果與三星的手機專利訴訟發展，使讀者能迅速理解目前

美國的實務見解。

對多數企業或新創公司而言，會將大部份資源投注於技術研發與創意實現，

但較少關注於專利布局或專利現況分析等面向。然而，在發展初期即有效規劃專

利布局策略並落實，對企業發展有深遠影響。專題一由張展誌先生、劉智遠先生

所著之「以專利布局支持新技術產業化」，探討專利布局之常見態樣及效益，並

說明利用專利地圖分析進行專利布局應注意事項及訣竅，當進行研發設計評估、

技術商品化或創新產業時，如何妥善運用專利分析降低侵權風險。

提升智慧財產權（簡稱智權）運用率的議題深受各界重視如何具體落實會因

各個產業性質、定位不同有所差異。多年來，工研院積極協助產學業界推廣智權，

累積了許多成果。專題二由李怡秋小姐、陳秋齡小姐所著之「智權推廣模式與實

務─以工研院經驗為例」，以工研院自身推廣智權的經驗為例子，分享其推廣智

權之成果，期能供各界瞭解智權推廣的更多可能性，觸發各界於智權運用領域更

豐富多元的思維。

近年來，專利授權已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交易模式，然而專利授權契約之簽

訂卻非一蹴可幾。專題三由陳朝宇先生、林盈平先生所著之「剖析專利授權於實

務上之應用」，本文以工研院經驗分享，介紹如何以「因式分解」簽約法促成簽

約，並說明實務上常見的風險與審閱契約應注意的重點，期能對讀者在實務運用

上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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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各大手機廠商為了吸引消費者，

更須不斷推陳出新，專利訴訟儼然成為必要的保護手段。論述由王世仁先生所著

之「智慧手機專利大戰的美國判決最新發展」，介紹蘋果與三星兩大科技廠牌間

的專利訴訟過程及判決重點，使讀者能了解目前美國實務上最新見解，更呼籲我

國科技大廠應學習外國廠商，提前做好專利的監控與評估，才能對我國科技產業

有所助益。

為配合著作權法之修法，本月刊從 222期起新增新專欄，並配合修法之進度，

分期介紹本次修法之相關議題。

本期文章內容豐富，各篇精選內容，祈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