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培育「智慧財產權」專家 各大學相繼成立研究所 
 

台北駐日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為培育「智慧財產權」專家，各大學相繼成立相關研究所。除已

經申請創設的東京工業大學、京都大學以及金澤大學之外，預計於明

年春天成立研究所的東京理科大學、大阪工業大學也即將於六月向文

部科學省提出申請。由於各企業界擬強化「智慧財產權戰略」，因之

具備相關知識的人材需求也愈見提高。是以，各大學於去年三月開

始，便有意設置專門職大學院，將同樣可以錄取社會人士的「法科大

學院」併同為大學的熱門研究所。 

 

設置「智慧財產權課程 course」研究所的各大學，將以培育企

業界「智慧財產部門」或「新設技術開發、資訊處理事業」以及大學

的「技術移轉機構TLO」人材為目標。除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知識以

外，也讓學生學習專利申請、紛爭處理實務、經營學、奈米技術和生

物科技等最先進的技術。所聘請的教授將為企業界或「專利局」等，

具備相關實務經驗人士，也將多加聘任智慧財產代辦人擔任，修完課

程者將授與碩士學位。 

 

因為當初期待社會人士能出席聽講，因此，東京工業大學在靠近

「JR（東日本鐵道公司）」田町車站設置「田町校園」（東京都港區），

一週上兩次課，從下午開設集中講座。金澤工業大學也設置「虎之門

校園」（東京都港區），以夜間課程為主，據悉今年入學的四十五名學

生均尚在企業界服務。 

 

京都大學標榜生物科技特殊化學為該大學特徵，將生物科技課程

設置於醫學研究科內，今年春天已有四名學生入學，以培育適用「製

藥公司」及生物科技「新設技術開發、資訊處理事業」所需人材為目

標。 

 



目前在日本從事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企業人士、代辦人約共有五萬

人，唯代辦人人數尚不及美國的三分之一。然而，最近各企業界之間，

由於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紛爭日益增加，如：最近「富士通公司」告「薩

母遜電子公司分社」、「日本理工企業」告台灣企業侵犯專利等，由此

可見，精通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相關人材之培育，實為燃眉之急。 

 

由產業界人士成立的「日本智慧財產權協會」專務理事宗定勇先

生表示：「從國際角度來檢視智慧財產權的專業人材尚不足夠，有必

要強化理論上、體系上之學習，僅是企業界內部的實地訓練（OJT）

還是有局於一隅的」，可見對專門大學院的專業教育寄與相當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