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ST（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發表關於大學智財的政策建言

　　於回顧過去10多年來在大學智慧財產相關的政策措施以後，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智慧財產戰略中心於7月5日就「政策建言－回首長
達十多年的大學智財相關政策措施並探求今後的發展」總結作出發表。根據外識學者專家所組成的JST智慧財產戰略委員會所作成的研議，其就大
學智財此後所追求的目標願景，以及為達成該願景各個部門（政府、大學、技轉中心與JST）各自所應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整體的建議。

 

　　在建言中提到，大學智財的目標願景乃在於「以未來運用為導向擬定智財策略」與「確保研究成果轉化智慧財產，積極回饋國民社會」，並列

舉各部門為達成目標願景所應執行之任務。

 

　　建言中主要提到的各部門任務如下所述：

【日本政府的任務】 
‧對於大學的智財評價，不應只限授權金收入，也應考慮共同研究、創新育成（由大學孕育而生的新創企業）的創出效果。 
‧應建構於獲得革新性的研究成果時，能夠搶先取得基礎專利、強化週邊專利的策略性的、機動性的強而有力的智財支援體制。

【日本大學、技轉中心的任務】 
‧為創造強勢的專礎專利，應能確保具備優秀判斷力的人材，與應進行充分的先前技術檢索。 
‧應以大學成果的早期實用化為導向，推進與中小、新創企業的合作關係。 
‧思考大學間、技轉中心間多樣而有效果的合作形態，積極謀求提升技轉機會。 
‧強化對學生與研究者的智財教育與智財進修。

【JST的任務】 
‧研析早期而積極的智財發掘與迅速而機動的資金投入等等主動性的支援模式。 
‧進行熟悉海外技術移轉的專業人材的配置與培育，且就對大學專利之權利侵害提供設置諮詢窗口等的支援措施。 
‧促進大學閒置專利的海外技術移轉。

‧研議於鉅額資金投入而有多數大學、企業參與之特定大型計劃的場合，不受日本版the Bayh-Dole Act條款的限制，而由特定公共的機關等執行
專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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