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醫療：擘畫未來健康照護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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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智慧醫療創新高速成長，在當前的健康醫療領域，人工智慧(AI)技術的

應用正在迅速變革傳統的醫療服務模式，引領著全球健康照護走向一個更智

慧、更精準的未來。隨著全球智慧醫療市場的迅速擴大，技術和應用發展將對

健康照護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 AI 在精準醫療領域的應用為例，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近期開發的「全時

重症疼痛評估系統」可動態追蹤重症病患的臉部表情，精準地判別病患的醫療

需求，這不僅能減少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也有助於加速病患的康復過程；在

面對全球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下，「AI 尬聊機器人」技術透過生成式 AI 結合情緒

模組的創新技術，提供了一種溫暖的陪伴方式，減少長者社交孤獨和認知衰退

的風險。這項技術的實際應用，不僅於高雄榮總長照住宿機構進行場域驗證，

也象徵著智慧照護科技在提高生活品質方面的重大進步。 

 

然而，在擁抱這些技術所帶來的益處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與之相關的一系

列挑戰和議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於 2019 年發布一篇研究報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Creating Healthy Lives — The Future of Medical Innovation」，

該報告特別提到對演算法的依賴性加重的醫療決策，可能引發對醫療專業人員

的不信任。此外，智慧醫療的發達也衍生出對於資料的隱私保護、AI 倫理問

題、跨領域合作的法律與監管挑戰，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此外，專利分析也是觀察智慧醫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從不同機構如何保其

護創新成果，可看出他們對智慧醫療發展的願景與超前布局。這些布局都是為

了確保未來在市場更趨成熟後，如何保障企業的創新投資的技術轉移和商業化

過程的權益的重要基礎。 

作者基於智慧醫療相關技術領域的關鍵字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治

療、手術、醫療器材等。探索了全球的智慧醫療相關專利，有超過 2 萬件專利

(專利家族)，有 43%已獲得專利權，布局分布於全球主要專利國家如中美日歐



 

韓以外，也已能在台灣、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國觀察到越來越多專利申請。 

目前智慧醫療重點技術分布主要在醫療資訊的運用方面，包括運算、管理、量

測、影像資訊等領域；其次為通訊相關技術，包括無線傳輸、通訊系統、媒體

裝置等；第三部分才是健康醫療相關，包括醫藥、診斷與手術等。顯示智慧醫

療相關的專利仍著重於 ICT 的技術開發，醫療僅是這些技術開發最終的應用場

景之一。 



 

雖然專利申請數量本身並不直接等同於技術的優異性，但若從申請一項專利所

需的資源投入來考量，大量的專利申請實際上可以反映出一家企業在特定領域

的「投資」程度。可以觀察到在 ICT 產業(尤其是晶片)領域中，某些企業擁有

較大規模的專利組合，這不僅反映了其在智慧醫療領域的投入，更透露出醫療

僅是晶片技術廣泛的應用場景之一。主要專利權人(按專利數量計)與醫藥領域

較為接近的如國際大藥廠強生(Johnson & Johnson)及羅氏(Roche)，其專利組

合規模雖無法與 ICT 企業相提並論，但卻展現出更廣泛的市場布局，並且在專

利的強度得分上也較其他競爭者為高。 

 

透過更加全面地理解人工智慧醫療技術在智慧財產權競爭態勢中的地位，包括

專利布局、關鍵技術點以及全球主要專利持有者等各個角度的觀察，甚至從這

些專利中萃取出企業發展智慧醫療的具體技術策略。尤其是欲投入此領域的企

業或新創公司，在切入這個全新的技術領域，並發展出相關產品及應用後，對

於未來可合作的夥伴、可自由實施的調查、未來的侵權風險等，都是至關重要

的課題。 



 

作為台灣產業技術發展的火車頭，工研院在智慧醫療浪潮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憑藉工研院跨領域的優勢，整合不同的技術能量，用來解決產業問題。從

長期照護到重症疼痛評估，均有相當多的智慧醫療創新，包括機器人、資訊平

台的開發，以及利用 AI、物聯網和遠程技術來提高照護品質並減輕照護者的負

擔，證明了透過科技整合能夠大幅提升健康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工研院也藉由

自身的技術優勢，協助各界進行跨領域的系統整合，並持續完善自身的專利布

局、提升智權防禦能力。幫助產業從現有技術突破，找出全新商機創造市場等

層面，協助產業建構價值創新商業模式。 

 

結語 

智慧醫療仍有許多議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包括: 

⚫ AI 在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應用：如何透過大數據分析預測疾病趨

勢，並進行有效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 

⚫ 跨國界的醫療數據共享與合作機制：探討如何在尊重隱私與安全的前提

下，促進全球範圍內的醫療數據共享，以加速醫療創新。 

⚫ 智慧財產的布局與管理：深入分析 AI 醫療領域的專利布局，討論如何透過

有效的專利策略保護創新，並促進健康科技產業的健康發展。 

⚫ 人工智能的倫理與社會影響：包括 AI 決策的透明度、公平性問題，以及如

何避免算法偏見對特定人群造成不公。 

 

深入探討這些議題對如何塑造健康醫療的未來至關重要。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

掌握發展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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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TM 推薦技術 

如果您對於本文所介紹的領域技術感興趣，TWTM 本期已彙整智慧健康與醫療

亮點技術，集結了產學研的優質技術與專利。不論您是產業專業人士、企業主管，

都歡迎您前往瀏覽，一起掌握未來新商機 ! 點擊這裡 [智慧健康與醫療應用領

域] 即可開始探索。 

https://twtm-eco.yeos.blue/p/qualityhealth-2024?utm_source=IEKNet&utm_medium=ExtAuth&utm_campaign=qualityhealth-2024#tab-map-2
https://twtm-eco.yeos.blue/p/qualityhealth-2024?utm_source=IEKNet&utm_medium=ExtAuth&utm_campaign=qualityhealth-2024#tab-ma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