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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議題
P.40  搶挖美國人才 中國期望在EDA產業彎道超車

透視智慧物聯
P.53  擷取關鍵數據 感測器全面佈署工業與車用領域

專題報導
P.44  智能化持續發揮 全新應用加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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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利技術勾勒
產業/產品的技術路徑

我們常聽到或從雜誌上看到人們稱呼某些企業是

領先或領導者、而某些廠家是跟隨或落後者。這

些敘述背後，人們其實暗指這些企業或廠家所屬

的產業或開發的產品背後，應有一種技術發展的

趨勢、軌跡、或是脈絡（下稱「技術路徑」）。

領先或是跟隨與否，就是基於這樣技術路徑而來

的分野。

對於沈浸於特定產業或產品多年的技術長而言，

通常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來判斷推測，但這樣的

作法是主觀的，常囿於個人經驗與記憶，常是片

斷的。而對相對陌生的新興產業而言，很可能根

本沒有可靠的經驗可憑賴。

掌握確實的技術路徑有助於判斷自己公司在相關

產業或產品的定位、競爭對手的定位、乃至於公

司、產業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而觀察自己或競

爭對手經過先後時點的定位的變化，也可以反映

出其的經營、研發的績效等。這些對於研發上的

決策都是重要的情報。

專利分析可以以一種客觀、量化的方式勾勒出專

利的技術路徑。技術路徑的勾勒主要採用的是專

利與專利之間的引用（citation）關係。專利引

用是一個重要的而且特殊的專利數據。它的特殊

來自它是專利在申請的過程中，主要是經由審查

人員，在經過閱讀、理解一專利申請案的技術

內涵後，所決定的和該申請案採取類似的技術手

段、解決類似的問題、或應用於類似的對象環境

的其他相關專利。原本獨立、分散的個別專利，

經由引用關係的關聯後，就可以被關聯、組織起

來。如果進一步把這些關聯起來的專利依照它們

的時間先後排列，再透過一些演算法的檢選，就

可以發掘、呈現出這些專利演進的脈絡出來。

例如下圖左是作者收集了有關「生物晶片」

（biochip）這一領域的美國發明專利，然後根

據它們之間的引用關係所勾勒出的技術路徑。其

呈現出這個領域早期的相關技術頗為龐雜（圖中

傘狀的部分），似乎直到特定技術出現後開始收

斂、演化出單一的演進脈絡。經查該技術的專利

是2000申請、2002年公告，其正出現在生物晶

片申請的高峰（2001年）階段。換言之，生物

晶片技術在高峰前可謂屬「百家爭鳴」的階段，

在此之後才出現主流的發展。

下圖右則是作者以二氧化碳捕捉、儲存等相關

技術美國專利所探究出來的技術演進脈絡。如

圖所示，我們可以觀察出相關技術有三個主

要的技術路徑，分別是有關液態吸收（Liquid 

abso rp t ion）的技術、固態吸附（Physica l 

absorption）的技術、以及薄膜分離（Membrane 

separation）的技術，確實符合相關技術的實際

發展。

透過專利分析的客觀、量化方法，可以勾勒出經

的起檢驗的技術路徑來。如果能持續地觀察自我

所屬的產業的技術路徑變化，或許對技術長的研

發決策會有一定的啟發。

(本文共同執筆：管中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

研究所副教授)

技術長的專利策略

技術長需要對競爭對象的檢視是：他們的技術核心是什麼？會對我形

成威脅？在我的產品進化路徑上未來會有技術碰撞或衝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