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心瑋學姐訪問報告(第三組) 
 

參加完鄧心瑋學姐關於生技產業專利與募資規劃的分享後，讓我們對自己的專

業方向和未來職業發展有了顛覆性的認知。原本以為農化系的知識大多侷限於

實驗室和農田，卻從未想過，在生命科技領域，這些看似傳統的專業知識竟能

成為跨界人生的基石。 

 

學姐作為生技業顧問公司中負責專利與募資規劃的專業人士，她的職業軌跡打

破了我們對農化專業發展邊界的固有想像。在生技產業，專利就像企業的生命

線，每一項新技術、新產品從誕生起就需要嚴密的法律保護。學姐提到，她在

農化系積累的專業知識，都對於她在評估技術價值、撰寫專利申請上有很大的

幫助，這也讓我意識到，求學階段那些看似零散的課程、奇怪無用的通識課，

實則是在為未來鋪設更多選擇，而我們此刻的迷茫、隨波逐流，或許能在不經

意間成為未來職涯路上的關鍵鑰匙。 

 

現今很多生技相關的產業都是新創公司，除了智慧財產權相關的事務可能會遇

到問題，一家公司如何取得資金、融資等財務上的細節也是很重要的。當一項

研究從實驗室逐步走進產業界，從動物實驗開始，法規考量就逐步變得需要重

視。而為了構建符合法規的有效實驗規章，實驗過程會耗費非常非常多的資金

與資源。同時，在研究階段一開始時，由於風險很高，通常會投資的只有家

人、朋友與傻瓜的「3F」，但隨著研究的推進，或許技術越發成熟、讓更多投資

人看到價值，資金幾乎能夠以指數增加——3F的資金顯然不夠用了，這時候就

會需要引入 VC(財務型投資人) 的資本助力，再到最終可能選擇 IPO 或出售給

國際大廠，每個環節都需要對財務、法規、技術的深度理解。尤其在臺灣市場

規模有限的背景下，許多企業選擇將技術賣給國際大廠，這背後涉及的不僅是

成本考量，更是對技術價值的國際化評估與佈局。 

 

鄧心瑋學姊在講完學校或實驗室研發到生技公司營運的過程後，也向我們介紹

了智慧財產的釋出方式以及專利與股權設定。雖然我們只是大一生，但未來也

有可能投入研究工作，甚至是自己出去創業，因此我們認為既使學姊講的東西

無法被現階段的我們完全理解透徹，也應該嘗試接觸這些法律以及商業概念，

才不至於在未來需要這些技能的時候無計可施。 

 

課程中學姊先講解了學校的智慧財產是否容易釋出的問題，並列出了不同的授

權模式——可轉讓（出售）>專屬授權＞一般授權。可轉讓（出售）指的就是學

校直接把 IP（智慧財產權）出售，使該 IP的所有權在自己公司手上；專屬授

權則是以學校方作為技術擁有人，但是專屬被授權人可以使用這門技術；而一



般授權比較少見，不過對於公司而言，費用低上許多，然而，其他公司仍然能

向學校申請使用此一技術的授權，因此會造成多間公司同時都能夠使用這門技

術，造成公司的競爭者增加，市場壓力加大，也可能導致專業投資人難以看到

公司的優勢。 

 

緊接著，學姊提出了股權設定的問題。當技轉時，公司必須先跟學校談好股權

分配，而學姊建議如果當學校想保留股權時，公司得要求學校的股權是可轉讓

（出售）的，因為如果未來有新的投資人的話，可能會對學校佔有股權而感到

疑慮，畢竟在進行公司重大決策（如 IPO、轉賣等）時，學校會卡在股東會裡

面，而學校又可能有一些限制，使得公司不能照著原本的商業模式走下去。因

此，帶著在學校研發的技術出去創業時，IP以及股權設定都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點，以免在未注意的情況下，自己的努力被他人所用。 

 

此一部分的最後階段，學姊補充了發論文時需要小心的地方，就是在發表前先

去申請專利。由於專利是利用法律保障智慧財產的一個機制，若是沒有了它，

公司的商業模式會出現許多問題，與此同時，專利只能在「論文發表前」申

請，所以發表論文之前申請專利能夠保障自身的權益。此外，專利的書寫方式

以及申請國家也很重要，如果專利書寫不佳或只有在台灣申請專利的話，會使

得外國的一些廠商不須購買專利即可使用技術，一樣會影響到公司的商業模

式。 

 

這些知識對我們這些可能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寶貴的指南。

希望未來能更深入了解這方面的知識，為將來做好準備。 

 

同時，課堂上也討論到關於「募資」的部份，讓我們對創業和資金取得的方式

有了更多的了解。雖然我們學習的是農業化學，或許會覺得這些法條離我們的

專業領域關係不近，但其實仔細聆聽學姐的分享內容、用心思索過後，才發現

如果我們想把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真實的商品，具備法律相關的知識背景

是很實用的。 

 

在這部分的一開始，學姊講到「Proof of Concept」，也就是概念驗證，如果我

們發明了一種新的環保肥料或是可以提升作物品質的產品，不能只是停留在理

論或實驗室階段，而是要有辦法證明這東西在現實生活中真的能用，還能解決

問題。若是一味的偏向研究新發現而不應用於實際生活上，這種發明難以被投

資人看中、提供資金，後續的研究便可能因為缺乏經濟援助而被迫中止。 

 

學姊也講到很多種募資方式，比如說股權投資、可轉換債、還有借貸。原本我

們對這些名詞都很陌生，但聽完學姊說明後，才知道原來募資不只有跟銀行借



錢這麼簡單，而是有很多種選擇，像是出讓部分股權換資金，或是先借錢之後

再轉換成股權等等。這些選擇會影響到創業者的權利，像是股權分配、誰可以

做決策等等，都是很現實但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我們覺得最有趣的是投資人的分類：天使投資人、策略型投資人和創投

（VC）。學姊有提到天使投資人通常是親朋好友，或是一些願意冒險支持初期創

業的人，雖然資金不一定很多，但就像前面所說的，這些金額不大的投資很適

合在產業一開始、需要少量啟動資金的時候。而策略型投資人比較像是產業內

的夥伴，可能未來還能幫忙整合資源。創投則比較像是大型的投資機構，會希

望看到幾年內有明確的回報，像是上市或併購這種方式。 

 

整體來說，雖然今天學到了很多沒有聽聞過的知識，但內容其實都很實用。以

前都覺得做研究就是一直在實驗室，不太會想到錢的事，但現在覺得如果有一

天真的想把自己的技術或想法推出去，這些募資相關的知識一定會很有幫助。

未來也想多了解這方面的東西，讓自己除了會做研究，也能更貼近實際應用和

市場需求。 

 

最後一部份，學姊跟我們分享了專業與營業秘密的關係——當我們公開一項技

術，這項技術就會變成公共財。即使有專利保護，其他人還是可能把技術或配

方做一點改動就成功偷走，也很難透過法律追溯對方的責任，因此可以申請營

業秘密保護。學姊還有提到臺灣的專利有一定年限，所以在技術被競爭者拿來

用之前，必須申請新的專利來保護自己，同時，關於製程方面更是要多加小

心。 

 

學姊提醒了我們很多在申請專利時甚至在實驗室內就要注意的事情，除了把專

利發明人寫對保護自己，也要注意不要侵害到別人的權利。這方面是對於我們

未來可能要做研究的時候非常值得注意的，到業界更是要加倍小心，學姊提供

很多實際的例子來清楚地告訴我們有類似的技術轉移案例，像是化合物、藥

物、可口可樂公司的配方等，這些法律知識與農化專業知識的結合，讓我們以

後真的面臨問題的時候不至於一無所知，且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後，在未來就能

更有方向地拓展這方面的知識。學姊更建議我們可以去上法律，尤其民法，的

相關的基礎課程，他認為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助益。 

 

參加完鄧心瑋學姊的分享，讓我們對農化專業的未來有了全新的想像。學姊從

自身在生技顧問公司的經驗出發，帶領我們認識專利、財務法規與募資制度在

產業中的實際應用，顛覆了我們對實驗室與學術研究侷限的想法。她強調智慧

財產的重要性，從授權模式到股權設定，甚至到論文發表前的專利申請，處處

都藏著攸關成果歸屬以及企業利益、發展的關鍵。而募資方式、投資人類型及



「概念驗證」的概念，則讓我們更理解研發出的技術要如何走出實驗室、走向

市場。最重要的是，學姊讓我們意識到，法律與財務這些看似與農化無關的知

識，其實是在未來職涯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或許還只是學生，但現在開始

接觸這些知識，就是為未來鋪路，提供自己更多可選擇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