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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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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hink competition is 
healthy, but competitors 
should create their own 

technology, not steal ours. 

5,455,599、5,848,105、5,920,726、6,424,354、
7,362,331、7,383,453、7,469,381、7,479,949、
7,633,076、7,657,849、RE 39,486、5,481,721、
5,519,867、5,566,337、5,915,131、5,929,852、
5,946,647、5,969,705、6,275,983 、6,343,263 

 

2010年3月2日 

專利就是競爭力 

圖中人為賈伯斯，擷取自https://www.thestar.com/business/2011/01/17/apples_boss_steve_jobs_sidelined.html 

左上角為蘋果公司商標，右下角為宏達電公司商標 

http://www.htc.com/tw/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g0H5RLzggBtvdt1gt.;_ylu=X3oDMTBpaWhqZmNtBHBvcwMzBHNlYwNzcgR2dGlkAw--/SIG=1h1q95do3/EXP=1268084916/**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apple+logo&ei=UTF-8&y=Search&w=500&h=375&imgurl=farm2.static.flickr.com/1344/1394196252_010b313a28.jpg&rurl=http://www.flickr.com/photos/cfariello/1394196252/&size=89k&name=MacBookPro+Apple...&p=apple+logo&oid=7824ddaf777ddcf8&fr2=&fusr=CFariello&no=3&tt=249019&sigr=11i00o0r1&sigi=11me7fkge&sigb=12de2gd3o&type=JPG


專利就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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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皇家電器製造有限公司 

 年營收約 260 億元 台灣松騰實業有限公司 

iRobot 

中國大陸深圳市銀星智能科技 

中國大陸深圳市智意科技有限公司 

美國必勝清潔用品有限公司 

加拿大BobSweep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蘇州Real power電器有限公司 美國BobSweep有限子公司 

美國胡佛有限公司 

美國百得家電動工具有限公司 

 年營收約 10 億元 
 掃地機占營收 9 成以

上 

一個掃地機碰牆後轉向
再離開的專利，原本設
計成後退再轉向就能避
開，但修正後的適用範
圍，卻變成只要碰牆後
離開都算侵權 

微星科技達成和解，宣布退出掃地機市場 

2017 年，遞狀ITC、麻薩諸塞州聯邦地方法院 

一種偵測位置建構地
圖的技術 

 工研院助攻，化被動為主動 
 反擊，控告iRobot侵犯專利權 

資料來源：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及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14/kick-irobot-ass/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399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399


SLAM是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的縮寫，意爲“同時定位與建圖”。
它是指運動物體根據傳感器的信息，一邊計算自身位置，一邊構建環境地圖的過程。 
VSLAM（Visual SLAM）是為了解決如何建立目標物體周圍的場景的3D模型，同時定
位自身的空間位置還原出相機的運動軌蹟的問題 

中華民國對應案 I39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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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種定位載體、估測載體姿態與建地圖之方法，
包括： 

利用一慣性感測元件以測量該載體的一移動狀態
與一旋轉狀態； 

利用一視覺感測元件以拍攝該載體所在的一室內
環境內的至少一環境特徵點；以及 

根據該慣性感測元件與該視覺感測元件之一之一
修正後感測結果而估測，令該慣性感測元件與該視覺
感測元件之另一感測並且據以修正該載體之一姿態資
訊、該載體之一位置資訊、一速度資訊與一地圖； 

其中， 在該慣性感測元件量測之前，估測該載體
的該姿態資訊、該位置資訊與該速度資訊； 

如果在該估測步驟之前，已計算出該視覺感測元
件之該修正後感測結果，則依據該視覺感測元件之該
修正後感測結果進行估測； 

該慣性感測元件測量該載體的該移動狀態與該旋
轉狀態，並回傳該感測結果； 

以及根據該慣性感測元件之該感測結果，修正該
姿態資訊、該位置資訊與該速度資訊。 



專利無所不在 

• 專利產品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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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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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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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制度的目的 

• 第一條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
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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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 

鼓勵 
利用 

保護 專 
利 
權 

發明創作獎勵 

促進產業發展 

保障私人利益 促進公共利益 



專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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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期間內，專有排除他人在我國境內未經其

同意而實施該發明（新型、設計）之權 

賦予專利權人對於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或進口其發明之專有排他權利 



專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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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 

新型 

設計 

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請求實體審查制 

專利權期限20年 

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

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形式審查制 

專利權期限10年 

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依職權實體審查制 

專利權期限15年 



專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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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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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權人所取得的專利權，只能得到授予該項權利的國家法律保護，在專

利權所依法產生的國家地域內才屬有效 

• 如果申請人雖已向外國申請專利，倘欲在我國受到專利保護，仍應向我國

申請專利 

https://pixabay.com/ 

 

  

 

主張國際優先權 
  



先申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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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權之專有排他性，係專利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原則，故一項發明僅能

授予一項專利權 

• 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 

 
申請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
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並得於事
後享有權利接續之利益，相對的申
請人應負有於申請時分別聲明其事
實之義務，如未分別聲明或屆期未
擇一者，不予發明專利 

一案兩請 



發明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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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利申
請文件後，經審查認為無不 合
規定程式，且無應不予公開之
情事者， 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 

適用 僅適用發明專利 

期間 自申請日後經過十八個月 

目的 

• 避免企業活動重複投入研發
及投資的浪費 

• 第三人得因發明技術內容之
公開而及早獲得相關技術資
訊，從事進一步研究發展 

效果 
已被公開之發明申請案，即屬
於先前技術 

提早 
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
其申請案 

• 自申請日後15個月內撤回申請案者 
• 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 
•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不予公開 



專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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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 送件or補件 

• 通知申請日 

審查 

• 申請實審 

• 審查意見及修

正 

審定 

• 核准或核駁 

• 申請再審查 

公告 

• 繳費領證 

• 公告 



 專利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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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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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 技術文件 



無法據以實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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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釣竿，其可釣起500公斤的魚。 

 說明書未記載任何與釣竿有關之材質及結構，無法了解如何釣起500

公斤的魚。 

 一種蔬果產量預測方法，其具有一人工智慧模組，用以依栽種者的臉

形輪廓預測蔬果產量。 

 說明書未記載任何預估方法論或足以讓通常知識者理解的實驗數據。 



請求項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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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
Crystal_Project_computer.png 

被依附或被引用的技術特徵之解釋 

•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計算裝置，包括：一顯示元件…；一主機…；一鍵盤…；
一指標控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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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請求項1之計算裝置，其中，該計算裝置為筆記型電腦。 

 

 

 5.如請求項4之計算裝置，其中，該顯示元件具有雙螢幕…。 

 3.如請求項1之計算裝置，其中，該計算裝置之該顯示元件及主機係可分離。 

 

 

 

 4.如請求項2之計算裝置，其中，該計算裝置具有一攝影機…。 

 

 

https://pixabay.com/ 

https://commons.wiki
media.org/wiki/File:Ni
ntendo-3DS-
AquaOpen.png 

https://encrypted-
tbn2.gstatic.com/images?q=t
bn:ANd9GcSldbMcI589jWz-
0aeuizpxXsHdfDxoxZZIDHZe
VbSnNf_ow2jy 

https://pixabay.com/  
(有修改) 

https://pixabay.com/  
(有修改) 



專利要件 

23 

記載要件 產業利用性 新穎性 進步性 

專利要件 
非法定不予專利項

目 
發明定義 



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事項 

24 



 非屬發明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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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不滅定律 

萬有引力 

指自然界中固有存的物、現象及法則等之科學發現 

例如：單純發現天然礦物 

不屬單純的發現：記載醫藥產物的確認、製備及用途 

例如：永動機，即違反了 

能量守恆定律的自然法則 

人為的計畫安排 

商業方法、遊戲規則 

技能 

單純之資訊揭示 

簡單利用電腦 



產業利
用性 

• 產業為廣義產業，包含任何領域中
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而有技術
性的活動 

• 發明在產業上能夠被製造或使用 
• 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顯然不能被製
造或使用之發明，仍不具產業利用
性 

新穎性 

• 申請專利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
一部分時，稱該發明具有新穎性 

• 先前技術 
 已見於刊物 
 已公開實施 
 已為公眾所知悉 

進步性 

•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雖有差
異，但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完成時，不具進步性 

專利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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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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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 
 
 已見於刊物 

 國內外期刊雜誌、研究報告、
專利公報…等 

 網際網路或線上資料庫等 
 不以書面之文書為限，亦包
含電子媒體 

 已公開實施 
 在網路或實體店面公開販售 
 開放不特定人士，參觀製造
過程 

 已為公眾所知悉 
 口語交談、演講、會議、廣
播或電視報導 

 公開展示圖面、照片、模型、
樣品等方式 

如何判斷 
 
 完全相同 

 
 

 差異僅在於文字之記載形式或能
直接無歧異得知之技術特徵 
 一種檯燈，其包括，一燈泡、
一燈罩及一燈座。 

 一種檯燈，其包括，一燈泡、
一燈泡罩體及一立式座體。 

 差異僅在於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
上、下位概念 

時間軸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時間軸 

燈芯呈螺
旋狀 

未限定燈芯形狀 



 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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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步驟 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步驟 3：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步驟 4：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步驟 5：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
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本案 引證案 

差
異 

通常知識者 

是否能輕易完成? 

進步性如何判斷 



進步性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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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進步性因素 

有動機結合複數引證 
 技術領域之關連性 
 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 
 功能或作用支共通性 
 教示或建議 

簡單變更 
單純拼湊 

肯定進步性因素 

反向教示 
有利功效 
輔助性判斷因素 

 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發明克服技術偏見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30 

國際專利分類簡介 

A 人類生活需要 

B 作業、運輸 

C 化學… 

D 紡織；造紙 

E 固定建築物 

F 機械工程… 

G 物理… 

H 人類生活需要 

G06 計算… 

G01測量 

G02光學… 

‧ 
‧ 
‧ 

‧ 
‧ 
‧ 

G21核物理... 

G99其他… 

G06F (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G06C一切計算均以機械方式實現的數位計算機.. 

G06D數位流體壓力計算設備… 

‧ 
‧ 
‧ 

G06T一般影像資料處理或產生… 

‧ 
‧ 
‧ 

G06F 3/00 用於將所欲處理的數據轉
變成為計算機能處理的形式之輸入裝
置；用於將數據由處理機傳送至輸出
設備之輸出裝置，如介面裝置 



資通訊科技專利趨勢 

31 



資通訊應用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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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電子化及一般資訊應用 資通訊創新技術應用 

 業務電子化系統 
 ATM系統 
 人事、行政系統 
 不動產鑑價 
 存戶投資、交易系統 
 股票、基金投資系統 
 保管箱系統 
 線上融資系統 
 客服系統 
 … 

 一般資訊應用 
 資料庫應用 
 一般資訊處理 
 分散式系統 
 文件加密 
 使用者介面 
 QRCode 
 … 

 

 

 區塊鏈 

 大數據 

 自然語言 

 人工智慧 

 雲端系統 

 行動平台 

 物聯網 



金融科技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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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40(銀行、保險) 1 6 2 3 21 40 55 75 52 46 104 118 96 57 62 187 421 524 415

G06Q30(商業) 16 28 11 11 44 101 176 238 259 253 549 642 617 339 329 314 380 381 249

G06Q20(支付架構) 2 3 2 6 34 39 45 36 33 29 105 195 157 123 127 151 269 282 21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發明+新型 

2019/12/10檢索 



金融科技新型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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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40(銀行、保險) 1 8 5 14 8 10 12 27 89 246 319 246

G06Q30(商業) 1 1 1 14 23 38 52 69 62 55 84 80 97 131 144 85

G06Q20(支付架構) 4 3 8 3 9 19 23 21 43 40 87 88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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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600

2019/12/10檢索 

新型 



金融科技發明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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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40(銀行、保險) 1 6 2 3 21 39 55 75 44 41 90 110 86 45 35 98 175 205 169

G06Q30(商業) 16 27 11 10 44 100 162 215 221 201 480 580 562 255 249 217 249 237 164

G06Q20(支付架構) 2 3 2 6 34 39 41 33 25 26 96 176 134 102 84 111 182 194 1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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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檢索 

發明 



金融科技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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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20(支付架構) 2 3 2 6 34 39 45 36 33 29 105 195 157 123 127 151 269 282 216

G06Q30(商業) 16 28 11 11 44 101 176 238 259 253 549 642 617 339 329 314 380 381 249

G06Q40(銀行、保險) 1 6 2 3 21 40 55 75 52 46 104 118 96 57 62 187 421 52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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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新型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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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20(支付架構) 4 3 8 3 9 19 23 21 43 40 87 88 80

G06Q30(商業) 1 1 1 14 23 38 52 69 62 55 84 80 97 131 144 85

G06Q40(銀行、保險) 1 8 5 14 8 10 12 27 89 246 319 2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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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明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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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20(支付架構) 2 3 2 6 34 39 41 33 25 26 96 176 134 102 84 111 182 194 136

G06Q30(商業) 16 27 11 10 44 100 162 215 221 201 480 580 562 255 249 217 249 237 164

G06Q40(銀行、保險) 1 6 2 3 21 39 55 75 44 41 90 110 86 45 35 98 175 205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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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明專利應用類別 

39 2019/12/10檢索 

534, 17.90% 

2078, 

69.64% 

372, 12.47% 

2010~2014應用類別比率 

G06Q-020(支付架構) 

G06Q-030(商業) 

G06Q-040(銀行、保險) 

707, 

28.22% 

1116, 

44.55% 

682, 

27.23% 

2015~2019應用類別比率 



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專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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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Q-020(支付

架構), 84, 

20.14% 

G06Q-030(商

業), 45, 10.79% 

G06Q-040(銀

行、保險), 288, 

69.06% 

資料範圍：95/1/1~109/9/30 



我國金融科技專利申請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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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我國金融機構約占32％申請量 
(僅統計目前已完成分類的案件) 

我國金融業 
21% 

我國非金融業及個人 
68% 

外國非金融業 
16% 

外國金融業 
2% 

我國金融業 
35% 

我國非金融業及個人 
50% 

外國非金融業 
14% 

外國金融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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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專利核准（~108Q3） 

土地銀行 
總數：163件（第1名） 
發明：3件（第9名） 



阿里巴巴金融科技專利申請趨勢 

4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06Q40(銀行、保險) 3 1 2 2 7 44 33

G06Q30(商業) 6 11 12 22 23 18 10 18 12 44 44 35

G06Q20(支付架構) 2 1 4 2 2 6 1 6 12 12 36 62 57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19/12/20檢索 



金融科技發明專利技術類別分布 

44 

行動上網, 

3188, 

47.40% 

雲端, 

935, 

13.90% 

人工智

慧, 376, 

5.59% 

區塊鏈, 

307, 

4.56% 

大數據, 

260, 

3.87% 

物聯網, 

614, 

9.13% 

2019/12/20檢索(以技術名詞關鍵字檢索)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095 096 097 098 0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5 4 4 1 1 4 3 6 1 5 

73 

164 

133 

0 0 1 0 0 1 1 0 
15 

5 

119 

364 

325 

發明 

新型 

我國金融業專利申請趨勢 

45 資料範圍：95/1/1~107/9/30 



金融業專利布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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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銀行業計56家，證券期貨業計213家，保險業計115家，共計384家。 
• 其中54家金融機構有申請專利，佔14.1% 

保險業, 

16, 30% 

銀行業, 

24, 44% 

證券期貨

業, 14, 

26% 

金融業參與專利布局分布 

保險業, 

171, 18% 

銀行業, 

724, 77% 

證券期貨

業, 51, 5% 

金融業專利申請數量分布 

資料範圍：95/1/1~107/9/30 
統計範圍：發明案+新型案-新型一案兩請案，共946件專利申請案 



金融業專利布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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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 
74% 

前10大金融機構專利申請

量佔總數比率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臺灣

土地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兆豐

國際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國

信託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國泰

人壽

保險

股份

有限

公司 

臺灣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彰化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合作

金庫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華南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第一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南山

人壽

保險

股份

有限

公司 

新型案 118 55 59 55 23 39 30 20 17 38

發明案 7 55 34 27 39 10 18 24 26 3

金融業專利申請前10大 

資料範圍：95/1/1~107/9/30 
統計範圍：發明案(404件)+新型案(831件)-新型一案兩請案(289件)，共946件專利申請案 

• 8家銀行；2家保險公司 
• 銀行中有7家公股銀行 



金融業專利布局概況 

48 
資料範圍：95/1/1~107/9/30 
統計範圍：發明案404件 

0

10

20

30

40

50

60

兆豐

國際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臺灣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國

信託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國泰

人壽

保險

股份

有限

公司 

第一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華南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玉山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臺灣

中小

企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合作

金庫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台新

國際

商業

銀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發明案 55 39 34 27 26 24 22 19 18 13

金融業申請發明專利前10大 

277, 
69% 

前10大金融機構發明專利

申請量佔總數比率 

• 9家銀行；1家保險公司 
• 銀行中有6家公股銀行 



金融業專利布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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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G06Q 

數據

處理

系統

或方

法 

G06F 

電子

數位

資料

處理 

G06K 

數據

識別 

G07F 

投幣

式設

備或

類似

設備 

H04L 

數位

資訊

之傳

輸 

G10L 

語言

識別 

G07C 

時間

登記

器或

出勤

登記

器 

G08B 

信號

裝置

或呼

叫裝 

G09B 

教育

或演

示用

具 

H04

W 無

線通

訊網

路 

G09F 

顯

示；

廣告 

H04

M 電

話通

信 

A44C 

珠

寶；

手

鐲；

硬幣 

A63F 

紙

牌、

棋盤

或輪

盤賭

遊戲 

E02D 

基

礎；

挖

方；

填方 

E05G 

銀行

用防

護裝

置、

保險

箱 

G01S 

無線

電定

位 

件數 768 88 12 8 8 4 3 3 3 3 2 2 1 1 1 1 1

IPC三階件數 

資料範圍：95/1/1~107/9/30 
統計範圍：發明案(404件)+新型案(831件)-新型一案兩請案(289件)，共946件專利申請案 

G06Q 數據處理

系統或方法 

84% 

G06F 電子數位

資料處理 

10% 

G06K 數據識別 

1% 

G07F 投幣式設

備或類似設備 

1% 

H04L 數位資訊

之傳輸 

1% 



金融業專利布局概況 

50 
資料範圍：95/1/1~107/9/30 
統計範圍：發明案(404件)+新型案(831件)-新型一案兩請案(289件)，共946件專利申請案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G06Q 
40 金融

保險處

理 

G06Q 
20 支付

方案 

G06Q 
10 行政

管理 

G06Q 
30 商

業、電

子商務 

G06F 21 
防止未

經授權

行為的

保護 

G06Q 
50 特定

經營部

門的數

據處理

系統 

G06F 17 
特定功

能的數

據處理

方法 

G06F 3 
輸入、

輸出裝

置 

G06Q 
90 不涉

及有意

義的數

據處理

系統或

方法 

G06F 11 
錯誤檢

測；錯

誤校

正；監

控 

G06F 15 
一般數

位計算

機 

G06F 9 
具內控

程式控

制裝置 

G06F 19 
專門用

於特定

應用的

數據處

理方法 

件數 491 102 64 64 43 40 26 8 7 5 3 2 1

IPC四階件數(G06Q、G06F) 

G06Q 40 金融保險

處理, 491, 57% 

G06Q 20 支付方案, 

102, 12% 

G06Q 10 行政管理, 

64, 8% 

G06Q 30 商業、電

子商務, 64, 7% 

G06F 21 防止未經

授權行為的保護, 

43, 5% 

G06Q 50 特定經營

部門的數據處理系

統, 40, 5% 

G06F 17 特定功能

的數據處理方法, 

26, 3% 



金融機構發明專利技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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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平台, 55, 16% 

大數據, 33, 

10% 

人工智慧, 45, 13% 

雲端系統, 15, 5% 

區塊鏈, 21, 6% 物聯網, 3, 1% 

一般資訊, 123, 37% 

使用者介面, 8, 2% 

臨櫃系統自動化, 

6, 2% 其他, 28, 8% 

技術領域分布圖 

行動平台 

大數據 

人工智慧 

雲端系統 

區塊鏈 

物聯網 

一般資訊 

使用者介面 

臨櫃系統自動化 

其他 

我國金融機構專利布局分析與建議報告，發布日期：108/4/1 (逐篇閱讀人工分類) 



人工智慧專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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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式：人工智慧 or 人工智能 or 機器學習 or 
 神經網路 or 神經網絡 or 深度學習 or 學習演算 

1,567
件 

我國 107年申請 發明 

技術 功能 應用 申請人 

以深度學習為 
主要分析對象 



技術 

53 

機
器
學
習 

非機器學習的人工智慧 or 
僅簡略提及人工智慧而無法判斷是何種人工智慧技術 

提
及
人
工
智
慧
的
申
請
案 

神
經
網
路 

非神經網路的機器學習 or 
僅簡略提及機器學習而無法判斷是何種機器學習技術 

神經網路為 
可選手段之一 

神經網路相關數學 
演算法本身的改良 

神經網路的應用，且
以神經網路作為核心
技術手段 

支援神經網路的硬體 



技術分布 

54 

將近4成與 
神經網路 
(深度學習) 
無關 

占比超乎預期 



功能 

55 

電腦視覺 

自然語言處理 

語音處理 

規劃與排程 

我國 
(專利) 

WIPO 
(科學期刊+專利) 



「預測分析」之應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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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預測分析」對應的
應用，數量依序為： 
1) 商業 (2,585) 
2) 生命與醫療科學

(1,694) 
3) 電信 (1,533) 
4) 工業與製造業

(1,086) 



「電腦視覺」之應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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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晶片瑕疵 

• 超音波 
• 電腦斷層掃描 
• 核磁共振 

• 生物特徵 
• 情緒 

• 車牌辨識 
• 駕駛人行為 
• 自動駕駛 

電子支付
身分認證 

車損鑑定 

行為異常 

視訊 



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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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個申請人，超過10件的僅有： 
美商克萊譚克公司 
荷蘭商ASML荷蘭公司 
日商半導體能源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裝置電源供應 
 太陽能發電分析管理 
 電動車電池 

低 

低 

高 

高 



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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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視覺 語音處理
自然語言

處理

規劃與排

程
預測分析

機器人科

學
控制方法

知識表示

與推理

分散式人

工智慧

電信 13 1 2 1 16 2 4 1
運輸 56 4 2 33 7 7

生命與醫療科學 109 5 2 59 2 6 1 1
個人裝置、計算

與人機界面
55 23 9 4 14 23 13 7

商業 52 6 11 67 1 1

銀行與金融 21 1 2 28 1
安全 17 5 1 1 19 1

網路 5 2 11 2
文件管理與出版 1

工業與製造業 136 3 2 70 3 38

能源管理 4 6 20 20 1
法律、社會與行

為科學
1

教育 2 1 2 1
娛樂 13 4 1 1 1 1 1

政府計算 5 5
農業 7 1 8 1

  

 

 

 

功能 
應用 



以神經網路作為核心技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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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視覺 語音處理
自然語言

處理

規劃與排

程
預測分析

機器人科

學
控制方法

知識表示

與推理

分散式人

工智慧

電信 8 1 1 5 2 1
運輸 17 3 8 1

生命與醫療科學 61 1 11 1
個人裝置、計算

與人機界面
17 6 5 3 3 3 3 5

商業 25 4 6 17

銀行與金融 14 1 12
安全 7 1 1 10 1

網路 3 2
文件管理與出版

工業與製造業 66 1 24 1 13

能源管理 2 7 7 1
法律、社會與行

為科學

教育 1 1 1
娛樂 4 2 1 1

政府計算 2 4
農業 2 4 1

功能 
應用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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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位申請人，超過20件者僅有12位： 

1. 香港商阿里巴巴集團服務有限公司 
2. 大陸商北京嘀嘀無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3. 南韓商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 美商克萊譚克公司 
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6. 美商谷歌有限責任公司 
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8. 美商高通公司 
9. 荷蘭商ASML荷蘭公司 
10. 日商半導體能源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2.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80% 

15% 

5% 

分布零散 
多為中小企業 



申請人—技術 

62 



申請人—功能 

63 



申請人—應用 

64 



資通訊科技特性 

65 



資通訊科技特性 

• 將大量資料通過機器學習手段進行塑模的過程 人工智慧 

• 以網際網路為基礎實現物與物的資訊直接交流 物聯網&5G 

• 每個節點上都擁有一份可信任的帳本資料儲存的結構 區塊鏈 

• 無地域時間限制使用網路技術以服務人們的應用 雲端運算 

• 自動處理大量多樣資料成為人們可解讀的資訊 大數據 

66 



數據科技特性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https://pixabay.com/ 、
https://pxhere.com/、https://www.pexels.com/ 

67 

健康管理系統 

汽車共享系統 

停車位管理系統 

行動支付系統 

67 

影音通話系統 

iRent 



資通訊新興科技特性 

• 即時及歷史健康相關資訊(生物訊號、運動紀錄、病歷資料、天氣
資訊…) 

• 共享汽車資訊(位置、使用者、時間…) 
• 臉部影像資料、通話者相關資料 
• 停車位即時資訊、停車偵測資訊 
• 消費資訊、交易連線資訊 

• 資料存取規則(人為規則) 
• 通用技術(資料庫存取) 

• 資料擷取技術 
• 資料分析技術 
• 資料調校技術 
• 資訊安全技術 
 

68 

 檢康管理(按時服藥、運動建
議…) 

 解決交通問題(尋找可用車輛) 
 辨識通話者 
 

 解決停車問題 
 立即支付結帳 
 個人消費帳本 

 
 

人工
智慧 

物聯
網 

大數
據 

雲端 
區塊
鏈 



醫療 

病歷資料共
享系統 

物聯
網 

大數
據 

雲端
運算 

區塊
鏈 

人工
智慧 

資通訊科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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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神經認知功
能評估系統 

交通 

車流估算系
統 

監控 

無人機監視
系統 

商業 

無人商店管
理系統 

農業 

咖啡栽培環
境檢測系統 

照護 

照護通報平
台 

保險 

海外旅遊不
變險理賠系
統 

商業 

紅利點數管
理系統 

保險 

保險核保系
統 

餐飲 

遠端訂餐系
統 

商業 

直播即時銷
售系統 

銀行 

理財專員推
薦系統 

商業 

網路消費行
銷系統 

銀行 

信用資訊評
價系統 



資通訊科技特性 

• 特性 

–資料驅動 

–軟體技術 

–現存技術組合、改良 

–改善人們生活、作業 

–跨領域 

• 技術考量 
– 如何將新興科技有技術目的地解決問題 

– 如何透過新興科技的安排去解決問題 

70 

馬雲：IT時代把人變成
了機器，而DT時代把機
器變成了智能化的人 



資通訊新興科技專利請求項的特性 

71 

申請專利範圍： 

 
 

• 程式、演算法 
• 商業方法、商業策略、經營方法、

金融保險商品交易方法 
• 社會法則、經驗法則、遊戲規則 
• 數學方法 
• 人類心智活動、推理力、記憶力 
• 技能 
• 單純美術創作 

 

不具有技術性的特徵 
技術性、非技術性特徵混合 

一種提高銷售額的方法，其應用於大賣場中，步驟如下： 
預先分析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關聯性； 
將該關聯產品放置於同一區塊。 



• 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特徵混和並協同作業而產生技術性 
• 方法的執行者是技術模組及伺服器 
• 技術模組有進一步描述，而產生技術功效 
• 提供個人化消費建議，技術目的明確(解決技術問題) 

資通訊新興專利請求項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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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提高銷售額的方法，其應用於大賣場中，步驟如下： 
運用大數據預先分析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關聯性； 
將該關聯的產品放置於同一區塊。 

一種提高銷售額的方法，其應用於大賣場中，步驟如下： 
拍攝消費者的影像，儲存在一大數據資料庫； 
利用一資料自動蒐集模組，收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利用一資訊分析模組，經資料探勘及知識萃取將該消費者影像及消費習慣進行分類及分

析； 
運用一人工智慧伺服器，經機器學習模組訓練後，預測各類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關聯性； 
將該消費習慣關聯性之關聯產品放置於同一區塊並提供消費者個人化消費建議。 

• 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特徵的混和 
• 方法的執行者是人 
• 技術性特徵只是一個技術名詞 
• 技術目的不明確 

適格性 

進 

性 
步 

明 

性 
確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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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科技專利的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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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是否有技術性的特徵? 
• 技術性與非技術性的特徵是否有協

同作業或交互作用而產生技術功效? 
• 是否解決技術問題?技術目的是否
明確? 

• 步驟方法是否有應用自然法則，而
產生技術功效 

• 如何對技術應用作改良使產生技術
功效 

• 有否特殊性 
• 有否不可或缺性 

• 是數學方法、演算法、程式、人為
規則? 

• 是開放軟體、先前技術、習知技術、
通常知識? 

• 該如何改良使產生技術功效? 

數位創新科技與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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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層思考 

專利申請考量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標的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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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判斷水果是否應採收的方法，包
含： 
一水果特徵擷取模組，利用複數感測
器及攝影機，收集一水果的形狀、
大小、顏色、斑塊、重心、共振頻
率參數等資料； 

一影像處理模組，將該攝影機所拍攝
之水果影像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將該
水果之邊界、顏色、斑塊清晰化； 

一神經網路判斷模組，將該水果分類
為過熟、成熟及不成熟三類，若為
成熟，則應採收。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標的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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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預測水果何時應採
收的方法，依據在一果
樹上的水果的外觀，判
斷該水果成熟的程度，
據以預估採收時間。 

一種自動採收水果的方法，包含： 
一自動採收機，包括一採收手臂夾，
該採收手臂夾前端包含一拍攝單
元，該拍攝單元收集一水果影像； 

一神經網路預測模型，預測該水果影
像的外觀，判斷該水果影像中之水
果的成熟度，若成熟則以該採收手
臂夾採收。 

人為規則、經驗 通用技術目的、通用技術 特定技術目的/以特定技術實現 
√ ╳ ╳ 

data 

收集 

預處理 

判斷、預測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一種預測水果何時應採
收的方法，包含一神經
網路預測模型，該神經
網路預測模型預測一果
樹上的水果何時應採
收。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標的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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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審查基準-簡單利用電腦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標的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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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商業方法； 
非利用自然法則 

非適格標的 

 

商業方法； 
非利用自然法則 

適格標的 

具有技術功效 

 

商業方法； 
非利用自然法則 

適格標的 

具有技術功效 

 

技術考量 

商業方法； 
非利用自然法則 

適格標的 

具有技術功效 

 

技術手段 

 技術應用(解
決技術問題) 

 以技術去實
現 

具體、特定 混
合
型
請
求
項 

技術性的思維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標的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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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的思維 

步驟1：快篩、客觀要件 

步驟2：巨觀、技術問題 

步驟3：微觀、技術細節的實現 

產生技術資料將應用於技術領域，而其
由技術元件所產生，則已描述以技術去
實現(步驟2+步驟3)，為避免產生之資
料落入單純資訊揭示，須與其他技術元
件有協同運作，始符合適格性 

產生技術功效： 
解決特定技術問題、電腦軟硬體具有特
殊性、取代人類的心智活動 

產生技術功效： 
特定的技術手段解決問題、電腦軟硬體
具有特殊性、軟硬體具有不可或缺性、 
解決技術問題、改善技術、產生新功能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據以實現性 

• 僅使用泛稱的技術用語及技術動作 
– 利用大數據分析消費者的消費傾向   

– 利用物聯網獲得駕駛之駕駛習慣資訊 

• 違反技術本身的原則、結構 
– 為使深度機器學習神經網路能更快速，而將神經網路之隱
藏層設定僅為1層，以達更快速學習訓練之目的  

– 利用區塊鏈記錄電子商店的交易紀錄，當消費者欲消費
時，需經登錄中央管控伺服器確認身分後，始得進行交
易，交易後則將交易紀錄存放於交易資料庫中…  

• 輸入資料與輸出資料的邏輯不合理 
– 利用大數據分析購買尿布的消費者一併購買啤酒的機率  

– 利用人工智慧預測體重多寡與種植水果收成量的關聯性  

• 超過通常知識者可預測的可能方案 
– 利用雲端將購買資訊傳送給店家，以進行遠端交易  

81 



資通訊科技專利審查-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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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
技術性
的特徵 

無助於
技術性
的特徵 

具技術性的特徵 

具技術性的特徵 

具技術性的特徵 

不具技術性的特徵 

不具技術性的特徵 

不具技術性的特徵 

視
為
習
知
技
術 

協同運作 

是否無(有)助於技術性應針對請求項之發明整體考量，若不具技術性之特
徵抽離後使原本要解決之問題無法完成而破壞整體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則該不具技術性特徵非為無助於技術性 



新興科技專利審查-進步性 

• 「人工智慧會依據輸入資料經分類、預測而得到結果資料」，
此是通常知識 

– 一個應用人工智慧去作分類系統，會被一個應用分類演算法去作
分類的前案，證明其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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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引證1 通用神經網路屬一般知識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之系統，
包含：一具網路功能之電腦、一神
經網路單元、一比較單元及地圖標
示單元；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
之系統，包含：一具網路功
能之電腦、一迴歸單元、一
比較單元及地圖標示單元； 

比較單元…(略)、地圖標示單
元…(略)； 

同左 

一神經網路單元，使用下載之收費
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進行訓練；
具有一輸入層及一輸出層:輸入層之
輸入資料為特定時間點前該路段收
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輸出
層之輸出資料為特定時間點該路段
通過車輛數之估算值； 

一迴歸單元，使用下載之ETC
收費門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
料進行迴歸計算；可計算出
特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車輛
數之估算值； 

使用已訓練之神經網路模型，
基於過去的時間序列數據的
輸入，來執行未來輸出之估
算過程 



資通訊科技專利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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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動作感測資料、玩具和神經認
知功能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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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動作感測資料、玩具和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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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傳統神經認知功能評估多採問卷方式，且傳統評估方式容易受到受測者的情緒及施測
者的主觀因素影響，準確率較低，本案使用物聯網及深度學習模型之技術手段可取代
紙本問卷或線上作答，並可得到客觀準確率較高的評估。 
[手段] 
1、以物聯網(IoT)方式收集受測者動作資料 
2、以深度學習模型(AI)判讀該動作資料，並作出評估 
[功效] 
1、相較於以紙本問卷或動作指令等方法收集受測者動作資料，利用玩具收集資料較不
易令受測者產生壓力及負面情緒 
2、避免以人工判讀資料所需時間長且準確率低。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感測器 
AI模型 



[請求項] 

一種可感測受測者動作之玩具，包括：一可供受測者操作之玩具，該玩具包括一

感測模組及一輸出模組；該感測模組可感應操作玩具之動作而產生一動作感測資

料；該輸出模組為一USB模組，以輸出該動作感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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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動作感測玩具--符合發明定義 

[說明書] 

一種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在玩具中安裝感測器，通過受測者與玩具的互

動過程中獲得感測器產生之動作感測資料，並利用一輸出模組輸出該動作感測資

料，該輸出模組可為一USB模組，該些資料可用來分析每個受測者的認知功能與

情緒反應，進一步發現參與度和興趣點，以便能適性且有效地得知受測者的神經

認知功能發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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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動作感測玩具--符合發明定義 

[審查意見] 

本項發明係一種可感測受測者動作之玩具，該玩具包括感測模組及

USB輸出模組，利用感測模組擷取受測者動作並使用USB輸出模組輸出

以利進一步分析，使針對受測者的神經認知功能的評估更準確更有效

率，係為利用技術領域之手段解決問題，而對整體系統產生技術領域相

關功效，故符合發明之定義。 



[請求項] 

一種動作感測資料，經由讓受測者操作一具有感測模組及輸出模組的玩具而獲

得；該感測模組可感測受測者操作玩具的動作而產生一動作感測資料；該輸出模

組為一USB模組，以輸出該動作感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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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2 動作感測資料--請求項不明確 

[審查意見] 

本項發明所請為一種動作感測資料，係藉由一感測器感應及轉換感測動作而

來，屬資料與技術元件間之預處理作用，而具有技術意義，惟標的名稱（資料本

身）與申請專利之發明實質內容（可產生感測資料並輸出感測資料之玩具）不相

符，致使請求項不明確。 

[審查思維] 

請求項不因標的名稱撰寫方式而直接認定申請標的是否符合發明定義；若標

的名稱為「資料格式」或「封包」等，須判斷是否揭露資料結構與演算法步驟之

交互作用而產生技術性，若認為具技術性，則屬標的名稱（資料格式本身）與申

請專利之發明實質內容（應用資料結構之方法或產品）不相符，致使請求項不明

確。【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12章第2節，2-12-2第2段】 



[請求項] 

一種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包括：一可感測受測者動作之玩具及一伺服器； 

該玩具包含：一感測模組及一輸出模組； 

該感測模組可感應受測者操作玩具之動作而產生一動作感測資料；該輸
出模組為一USB模組，以輸出該動作感測資料； 

該伺服器包含: 

一接收單元，接收該玩具輸出之該動作感測資料； 

一深度學習評估單元，用以產生一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結果，並用以評估
受測者之神經認知功能是否符合一預定評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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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符合發明定義/無法
據以實現 

[說明書] 

… 

人工智慧已經普遍被應用在各個領域，其中深度學習單元更可利用現存的各
式各樣的演算法，只要經過適度的學習即可精確的評估或預測各種結果。本發明
即是利用普遍習知的深度學習模組，利用所收集的資料，透過深度學習演算法進
行評估，最終產生的評估模型可評估出一定準度與分數，透過分析分數與對應準
度，可評估神經認知功能是否符合一預定評估範圍並輸出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結
果。 



[審查意見] 

說明書關於深度學習評估單元，其中揭示「利用普遍習知的深度學習模組，
利用所收集的資料，透過深度學習演算法進行評估，最終產生的評估模型可評估
出一定準度與分數，透過分析分數與對應準度」，僅以抽象的方法或功能記載對
應於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即深度學習評估單元，用以產生一神經認知功能評估
結果)，未明確揭示該深度學習評估單元之前置訓練模型及訓練資料集，亦未揭
示該動作感測資料與深度學習評估單元協同運作之詳細內容以完成神經認知功能
評估作業，僅揭示普遍使用之深度學習模習之一般知識，故無法滿足可據以實現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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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符合發明定義/無法
據以實現 

[審查思維] 

說明書未明確揭示AI模型之訓練資料集為何及動作感測資料與神經認知功能
的關係，亦未敘明深度學習評估單元輸入與輸出之邏輯關聯性，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 

AI模型 
輸入資料 
訓練資料集 

評估結果 
預測結果 

要符合邏輯 



[請求項] 

同案例1-3 【註：請求項有不明確的問題】 

92 

案例1-4 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系統—可據以實現 

[說明書] 

… 

該玩具在頭部、4肢、前胸及後背配備壓力感應器，可以感測受力大小及用來確
定壓力中心的位置，受力範圍可包括「無受力、左手、右手、左肩、右肩、前胸與後
背」，並可據此作出適當回應。 

為預測神經認知發展程度，可收集包含壓力感應器等安裝在玩具身上之多個感測
器所獲得之受測者動作感測資料，並讓深度學習演算法掌握這些感測器收集的內容並
進行預測，最終產生的演算法預測得出一定準度與分數，透過分析分數與對應準度，
可評估神經認知功能是否符合一預定評估範圍並輸出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結果。 

為訓練深度學習評估單元，需先利用訓練資料對深度學習評估單元進行訓練，使
該評估單元能學習得到一個相對應評估模型；訓練資料包括多種動作特徵及其對應可
能診斷，該動作特徵包括玩具頭部或四肢安裝之壓力感測器受力強弱、持續時間及變
形程度，當受力太強或變形程度大，代表受測者產生激烈反應，可能有容易焦慮傾
向。 

訓練完成的深度學習評估單元，具有自動自該些感測資料擷取該動作特徵，將其
輸入所述評估模型，獲得一分數，以評估神經認知功能是否符合一預定評估範圍並輸
出神經認知功能評估結果 

 



案例2：車流估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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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車流估算系統—不符發明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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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估算特定時間點通過高速公路某一路段的車輛數。 
[手段] 
以歷史資料訓練神經網路模型，並利用訓練完成之神經網路模型作出估算。 
[功效] 
估算特定時間點通過高速公路某一路段的車輛數。 

[請求項]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之系統，包含： 

一具網路功能之電腦，可自公路局網站下載關於該路段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

資料； 

一神經網路單元，由電腦內之處理器建立，使用下載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

料進行訓練；該神經網路單元具有一輸入層及一輸出層: 

輸入層之輸入資料為特定時間點前該路段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 

輸出層之輸出資料為特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車輛數之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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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車流估算系統—不符發明定義 

[審查意見] 

本項發明係一種車流預估系統，由說明書可知發明重點在於運用通用神經網

路模型對通過收費站之車輛數進行估計，惟利用處理器實現通用神經網路模型僅

屬在請求項中簡單附加電腦軟體或硬體，無法使原本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的申請標

的（如數學公式、商業方法等）被認定符合發明之定義；具網路功能之電腦亦僅

是利用電腦（或網路、處理器、儲存單元、輸出入裝置）取代人工作業(人工至

公路局抄錄車輛數統計資料)，未對整體系統產生技術領域相關功效，屬簡單利

用電腦，不具技術思想，不符合發明之定義。 



案例2-2：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但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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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如何快速地判斷高速公路運量是否正常，以及爭取發生事故後之處理時間，或對高速
公路流量進行調控 
[手段] 
1、以歷史資料訓練神經網路模型，並利用訓練完成之神經網路模型，並作出預估 
2、若下一時刻通過車輛數預估值與通過車輛數實際值差異過大，表示下一時刻該路段
可能有重大事件發生 
3、結合電子地圖顯示通過車輛數預估值與實際值差異過大的路段，可於該電子地圖顯
示警告訊息 
[功效] 
可快速判讀可能發生重大事件之路段，提昇重大事件發生後的反應速度。 

特定時間
點之前的
歷史資料 

特定時間點之預
估值 

差異是
否大於
門檻? 

特定時間點之車
流量實際值 

是 

否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 
授權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IG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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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之系統，包含： 

一具網路功能之電腦，可自公路局網站下載關於該路段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

歷史資料； 

一神經網路單元，由電腦內之處理器建立，使用下載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

史資料進行訓練；該神經網路單元具有一輸入層及一輸出層: 

輸入層之輸入資料為特定時間點前該路段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 

輸出層之輸出資料為特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車輛數之估算值； 

一比較單元，用以比較於該特定時間點，該神經網路單元輸出層輸出之車輛數

估算值與即時通過該路段相關收費站之車輛數實際值間差異，若差異值超過門

檻值則判定該路段之車輛數異常； 

一地圖標示單元，係在一電子地圖上自動標示或警示該判定異常之路段。 

案例2-2：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但不具進步性 



案例2-2：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但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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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引證1 通用神經網路屬一般知識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之系
統，包含：一具網路功能之電腦、
一神經網路單元、一比較單元及
地圖標示單元；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
之系統，包含：一具網路功
能之電腦、一迴歸單元、一
比較單元及地圖標示單元； 

比較於該特定時間點，該神經網
路單元輸出之車輛數估算值與即
時通過該路段相關收費站之車輛
數實際值間差異，若差異值超過
門檻值則判定異常，於電子地圖
上自動標示或警示該判定異常之
路段； 

同左 

一神經網路單元，使用下載之收
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進行
訓練；具有一輸入層及一輸出層:
輸入層之輸入資料為特定時間點
前該路段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
史資料；輸出層之輸出資料為特
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車輛數之估
算值； 

一迴歸單元，使用下載之
ETC收費門通過車輛數之歷
史資料進行迴歸計算；可計
算出特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
車輛數之估算值； 

使用已訓練之神經網路模
型，基於過去的時間序列
數據的輸入，來執行未來
輸出之估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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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但不具進步性 

[審查意見(進步性)] 
• 關於進步性，經查引證1已揭示該具網路功能之電腦、該比較單元及該
地圖標示模組。 

• 引證1雖未明確揭示該神經網路單元，惟引證1已揭示一迴歸單元所形
成之通過車輛數估算系統，可估算通過車輛數，其差異僅是使用之演
算法不同，其估算通過車輛數的功效相同。 

• 經查使用一般神經網路模型進行訓練，並基於過去時間序列數據的輸
入，來執行未來輸出之估算過程，係屬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技術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者，故以一般神經網路模型
取代迴歸方程模型並未具有特殊意義或無法預期之功效，故不具進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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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3：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具有無助於技術性特徵 

[請求項] 

一種估算一路段通過車輛數之系統，包含： 

一具網路功能之電腦，可自公路局網站下載關於該路段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

歷史資料； 

一神經網路單元，由電腦內之處理器建立，使用下載之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

史資料進行訓練；該神經網路單元具有一輸入層及一輸出層: 

輸入層之輸入資料為特定時間點前該路段收費站通過車輛數之歷史資料； 

輸出層之輸出資料為特定時間點該路段通過車輛數之估算值； 

一比較單元，用以比較於該特定時間點，該神經網路單元輸出層輸出之車輛數

估算值與即時通過該路段相關收費站之車輛數實際值間差異，若差異值超過門

檻值則判定該路段之車輛數異常； 

一地圖標示單元，係在一電子地圖上自動標示或警示該判定異常之路段； 

此外，用路人更可即時通知交通大隊路況，以利快速了解各路段車輛數異常原

因。 



案例2-3：車流估算系統—符合發明定義 
具有無助於技術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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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 本發明所載「用路人更可即時通知交通大隊路況，以利快速了解各路
段車輛數異常原因」其為一種單純的人為動作，亦即須由人類的心智
活動所驅動的動作、步驟，為不具技術性之特徵。 
 

• 該特徵未與本案具技術性之特徵(如電子地圖)協同運作後而有助於請求
項之技術性(有助於技術性如利用語音直接與電子地圖協同運作而產生
路段之警示，可自動快速提醒交通大隊確認問題，進一步解決問題，
更可使電子地圖之警示與定位功能增加可讀性、時效性或準確性等)。 
 

• 在本發明其餘技術特徵皆已被引證案揭露之前提下，該特徵將直接被
視為習知技術之應用，且可與其他先前技術輕易結合。 



感 謝，並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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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俊仁：ycjen20453@tipo.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