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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生物辨識技術是未來資安技術的發展重心，自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各國均積極推行相關計畫。

本研究以專利分析方法，利用多項專利指標從國家、專利權人與技術領域等面向分析生物辨識技術之專

利成長、技術影響力、科學強度與技術生命週期。主要結果顯示全球生物辨識技術專利件數持續成長，

美國領先、日本次之；生物辨識技術與科學研究之關聯性較強，而指紋辨識為生物辨識最大宗技術；指

紋、臉型辨識與技術通論發展已臻成熟，語音辨識技術變化較快。 

Biometrics is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ocus. After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nations worldwide 

have actively engaged in developing biometrics schemes. The methodology developed for this empirical study 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ich uses patent indicators to analyze biometrics development trends. The study aims to 

analyze biometrics patent growth, technology impact, science strength and technology cycle time in country, 

assignee and technology aspects.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USPTO patents shows that the patent numbers of 

biometrics worldwide continue to increase, which the US leads and Japan follows. Biometrics has stronger 

linkage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serves as the major biometrics technology. 

Fingerprint, facial and general technology recognition ar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ereas voice recognition has faster technology cycl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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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資訊經濟時代的來臨，各種活動與產

業發展均與資訊科技緊密結合，然而資安事件亦隨

之興起，其中與個人身份認證相關之資安事件更是

層出不窮，例如 2005 年 6 月花旗銀行遭駭客入侵，

導致約 4,000 萬帳戶資料外洩，同年如華信銀行、

日本 e-Bank、日本瑞穗銀行、日本網路銀行等亦

遭駭客入侵盜領存款（林宜隆，2006）。因此，如

何因應與個人身份認證相關之資訊安全議題，已成

為全球最為重視的課題之一。在許多身份認證技術

中，由於傳統的密碼辨識易遭惡意破解，另外如辨

識卡片也易於偽造，而近幾年興起的生物辨識則因

具有個人生物特徵之獨特性與唯一性而受到矚

目。所謂生物辨識係指針對人類獨有的生理或行為

特徵進行自動辨識或身份認證，常見的生物辨識特

徵包括指紋、語音、臉型、虹膜、視網膜、掌型、

簽名、按鍵動作等，以及最新的靜脈分佈及步行姿

態等，用以確認其真實身份，常應用於電腦系統與

周邊設備、信用卡、護照、身份證、門禁系統、電

子商務等（Nanavati, Thieme, & Nanavati, 2002; 

Chirillo & Blaul, 2003; Vielhauer, 2006）。自 2001 年

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已實施一連

串的國土安全措施，如 US-VISIT 方案要求所有進

入美國領土的外籍旅客須提供指紋及數位照片（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2004），故許多國家亦紛紛效法美國採用生物辨識

技術作為提升國土安全的解決方案。國際生物辨識

集團預測 2012 年全球生物辨識的產業營收將高達

74.08 億美元的規模（International Biometric Group 

[IBG], 2007）。綜合上述可知生物辨識技術將是未

來資訊安全技術的發展重心所在，其發展趨勢值得

密切觀察深入剖析。 

專利所蘊含的創新意義代表一個機構研發與

技術創新之能力（Pavitt, 1985; Breitzman & Mogee, 

2002），而專利亦可用來分析技術強度與技術發展

趨勢（Huang, Chen, Chen, & Roco, 2004），國際洛

桑管理學院每年出版的世界競爭力報告（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更將專利視為評

估國家競爭力的重要指標之一。根據世界智慧財產

權 組 織 之 統 計 ， 從 專 利 資 訊 中 可 查 詢 全 球 約

90%~95%的研發成果，且其中 80%以上未刊登於

各式期刊、雜誌中（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2006）。由此可見，分析專利

資訊可掌握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以達到技術盤

點、技術功效分析與專利佈局等目的，並能進行技

術預測及產業佈局。本研究採用專利分析方法進行

生物辨識技術實證研究，從國家、專利權人與技術

領域等面向分析各項生物辨識技術之專利成長、技

術影響力、科學強度與技術生命週期，以評估生物

辨識技術研發活動程度、各國專利組合力量、各國

專利與基礎科學間之關聯性、各國技術循環時間更

替等項目。 

貳、生物辨識之相關專利分析文獻 

各國已將生物辨識技術規劃於資訊安全技術

發展策略中，例如日本經濟產業省（2006）所公佈

的技術戰略マップ 2006 報告中，於情報通信領域

之資安個人認證項目即規劃生物辨識技術於 2007

年正式成為PKI輔助技術的生物驗證系統，並預計

2009 年達成正式啟用個人生物辨識認證系統之目

標。在歐洲方面，Biovision聯盟為歐盟執委會規劃

2010 年 生 物 辨 識 技 術 地 圖 （ Albrecht, et al., 

2003）；英國警察資訊技術組織（Poli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PITO], 2005 ） 亦 於

2005-2020 年個人身份識別技術地圖報告書中，將

生物辨識技術視為個人身份認證之關鍵技術，未來

將啟動多模式生物辨識系統、DNA即時驗證等先

進之生物辨識技術。美國自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

由政府責成多個機構從事生物辨識技術研發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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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工作，如國防部生物辨識技術工作小組、國防部

高級研究計畫局、國家標準技術局、全國州法院國

家中心法院技術實驗室等；另外亦制定為期 2-5 年

的 生 物 辨 識 技 術 地 圖 ， 供 政 府 研 究 單 位 遵 循

（ Blackburn, Lazarick, Miles, Philips, & Podio, 

2003）。 

國內外有關生物辨識技術之專利分析文獻為

數不多，在國內方面，邱文照（民 84）以指紋辨

識技術作為探討課題，並以近 13 年來指紋辨識技

術專利資料為基礎，從技術的角度、配合環境需要

等項目分析指紋辨識技術之發展趨勢，並由專利分

析得知指紋辨識技術已處於成熟期，而市場尚處於

成長階段。王宗梅等人（民 85）以語音辨識技術

之相關專利資訊分析為主，說明專利資訊所呈現的

意義，以作為推測語音辨識技術發展之參考，並進

一步洞悉已被獨佔之相關技術，以使業界能藉以掌

握語音辨識相關技術之現況、未來發展趨勢以及相

關競爭企業的動態等重要訊息。孟繁昌（民 94）

針對目前較為普及且接受度較高的指紋辨識系

統，從專利地圖分析的角度來觀察指紋辨識技術發

展的狀況，運用相關工具來預測其技術生命週期的

發展趨勢，並探索國內採捺指紋及建立指紋資料庫

等行為與個人隱私權等問題與阻礙。國內的三篇文

獻前後相隔十年，且僅以指紋辨識與語音辨識技術

作為分析對象。在國外方面，Geradts（2002）為

荷蘭法醫科學研究所起草一份美國專利文獻之生

物辨識技術研究，該研究將 1997 年至 2002 年的美

國生物辨識技術專利分成公司、生物辨識技術演算

法、應用層面三方面逐一列舉，然此專利文獻僅為

草案且缺乏各項專利指標之分析。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1968 年 1 月 1 日至 2007 年 2 月 28

日之美國核准專利作為專利資訊分析來源，利用專

利件數、專利成長率、即時影響係數、技術強度、

科學連結度、科學強度及技術生命週期等多項專利

指標（參見表 1），從國家、專利權人與技術領域

等面向分析各項生物辨識技術之專利成長、技術影

響力、科學強度與技術生命週期。其中生物辨識技

術 之 研 究 範 圍 以 資 訊 安 全 領 域 為 限 ， 並 依 據

Vielhauer（2006）分為被動型（含指紋、臉型、掌

型、虹膜、視網膜、靜脈分佈）、主動型（簽名、

語音、按鍵動作、步行姿態），另外亦包括多模與

技術通論等共計十二個項目。美國核准專利自

Delph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twork 資料庫系統

檢得為主、美國專利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 Office, USPTO）資料庫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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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利指標計算公式 

專利指標 計算公式 說明 

∑=
i

iji KNP專利件數 一段時間之內專利權人、公司或國家

所獲得的專利數量。Kij 表示個體 i
在某一期間所產出的 j領域專利數量

(此公式表示有 i 個個體的專利數量

總和) 

 (Number of  patents, NP) 

∑
∑ ∑−

=
+

i
ijY

i i
ijY

i K

KK
PPG

)(

)1(專利成長率 將一年所獲得的專利數量與前一年

所獲得的專利數量相比較，計算出當

年較前年增減的幅度百分比率。

K(Y)ij 表示 Y 年度個體 i 所產出的 j
領域專利數量 

(Percentage of  patent growth, 
PPG) 

Cij 表示個體 i在某一期間所產出的 j
領域專利在 2006 年全年被引用的次

數，Kij表示個體 i在某一期間所產出

的 j領域專利數量 

即時影響係數 
∑ ∑

=

i i
ijij

ijij
ij KC

KC
CII

/
/

(Current impact index, CII) 
 

技術強度 專利件數 X 即時影響係數 iji CIINPTS ×=  (Technology strength, TS) 

Rij 表示個體 i 於本研究所設定的年

間在 j 領域的專利所引用的非專利

數，而 Pij為個體 i在 j領域所產出的

專利總數 

科學連結度 
∑ ∑

=

i i
ijij

ijij
ij PR

PR
SL

/
/

(Science linkage, SL) 
 

專利件數 X 科學連結度 科學強度 iji SLNPSS ×=  (Science strength, SS) 

Tijn 表示個體 i 在 j 領域擁有之第 n
件專利所引用先前專利的年份差距

之中位數，而 Pij 為個體 i 於本研究

所設定的年間在 j領域所產出的專利

總數 

技術生命週期 

ij

P

n
ijn

ij P

T
TCT

ij

∑
== 1

(Technology cycle time, TCT) 

 

資料來源：”Using patent citation indicators to manage a stock portfolio”, by F. Narin, 2004,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hap. 25, pp.553-568, Netherlands: Kluwer. （本研

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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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檢得美國生物辨識技術核准專利共

計 2,899 件，經判讀篩選後，挑選出符合本研究範

圍之 2,476 件專利作為分析對象。研究結果分為專

利成長分析、技術影響力分析、科學強度分析以及

技術生命週期分析四項，詳述如下。 

一、生物辨識技術專利成長分析 

(一)各國專利件數分佈統計 

各國專利件數分佈統計如表 2 所示。美國擁有

全球最多的生物辨識技術專利，達 1,569 件、佔全

球 63.37%，而美國各項辨識技術之專利數量除靜

脈辨識外皆領先其他各國，尤以指紋辨識專利數量

最多、按鍵辨識專利比例最高。日本專利件數為

515 件居全球第二、佔全球 20.8%，其中以指紋與

臉型辨識二項技術專利數量最多；而最新發展之靜

脈辨識與步行辨識，日本之專利表現領先其他各

國，其中靜脈辨識亦可從相關報導得到印證，多家

日本廠商已先後推出靜脈辨識相關產品（IDG, 

2004；Williams, 2006；黃彥棻，2007）。加拿大以

79 件專利位居全球第三，指紋辨識與技術通論為

該國研發重點項目。其他國家如德國、英國、南韓、

台灣、法國等皆以指紋辨識為主要專利產出項目，

荷蘭則以臉型辨識為該國技術強項。總括來說，生

物辨識技術以美國、日本為專利大國，二國專利數

量已佔全球 80%以上，尤以美國佔 63.37%，堪稱

技術獨佔。加拿大生物辨識技術研發活動發展熱

絡，次於美、日位居全球第三，而德、英、韓、荷、

台、法之發展實力亦不容小覷。 

(二)歷年專利成長 

以表 3 與圖 1 分別說明歷年生物辨識技術之專

利件數、成長率與累積專利件數等成長概況。以年

代分佈來看，生物辨識技術自 1968 年即開始有專

利核准，至今已有 40 年的發展歷史，平均每年核

准專利件數約 52 件，至 2006 年止，平均年成長率

為 30.08%。自 1968 年至 1985 年之間的核准專利

件數不多，代表此階段乃生物辨識技術萌芽時期。

繼之於 1986 年開始，生物辨識技術之專利件數開

始小幅成長，至 1995 年間共有 305 件專利產出，

而成長率已達到 22.87%的水準，意指自 1986 年至

1995 年間，生物辨識技術開始進入起步發展時

期。陳佳麟等人（1999）認為專利策略與產品之生

命技術週期具有緊密關係，萌芽起步期之專利申請

質重於量，著重在發明人之個人思考與腦力激盪，

思考如何將之與應用科學互相結合。由此可見，萌

芽起步期的生物辨識技術專利大致為「專利卡位」

屬性，各國之專利權人此時注重技術與產品的開

發，以期較早進入市場、成為市場的領導者。自

1996 年至 2006 年的 11 年間，可說是生物辨識技

術的成長期，至今仍持續成長發展中。自 1996 年

開始，相關專利件數明顯成長許多，1998 年專利

件數已突破百位數，具有指標意義，此現象可由

1995 年代電腦視窗作業系統問世、電腦運算能力

增強、網際網路開始大量使用加以說明。由於電腦

資訊設備成長且網際網路普及化，相關資訊安全技

術紛紛出現，而應用於資安領域之生物辦識技術亦

隨之發展。由於專利申請具有 2-3 年之遞延效應，

故專利件數始於 1998 年大幅度成長。至 2002 年及

2003 年，專利件數明顯下滑，此乃肇因於 2000 年

開始出現網路泡沫化現象，連帶影響專利之申請，

可推測若無 911 事件發生，則該時期原為生物辨識

技術進入技術成熟期之轉折點。2001 年的 911 恐怖

攻擊事件發生後，因市場需求面急速擴增，故造就

自 2004 年開始的另一波技術成長期。2006 年的專

利件數已達 301 件，為歷年來最高，而 2007 年 1

月至 2 月已有 51 件核准專利，可推估生物辨識技

術未來仍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值得各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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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辨識技術歷年專利成長統計 

年代 專利件數 成長率% 年代 成長率% 累積專利件數 專利件數 累積專利件數

1968 3        -  3 1989       26 -7.14  223  

1970 0    200.00  3 1990       30 15.38  253  

1971 2    500.00  5 1991       39 30.00  292  

1972 12 -58.33  17 1992       30 -23.08  322  

1973 5     80.00  22 1993       46 53.33  368  

1974 9    -11.11 31 1994       30 -34.78  398  

1975 8    37.50  39 1995       41 36.67  439  

502  1976 11     9.09  50 1996       63 53.66  

569  1978 12   -16.67  62 1997       67 6.35  

681  1979 10   -20.00       72 1998      112 67.16  

803  1980 8     0.00  80 1999      123 10.81  

959  1981 4     0.00  88 2000      156 26.83  

1,123  1982 11   -50.00  96 2001      163 4.49  

1,241  1983 5   175.00  100 2002      118 -27.61  

1,366  1984 10   -54.55  111 2003      125 5.93  

1,538  1985 8   100.00  116 2004      172 37.60  

1,717  1986 14   -20.00  126 2005      179 4.07  

2,018  1987 21    75.00   134 2006      301 68.16  

2,069  1988 28    50.00   148        51 -  
 

   平均*    51.73 30.08  

註：*平均值計算年間自 1968 年至 2006 年止，2007 年因不足一年故不列入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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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物辨識技術歷年專利成長圖  

 

(三)專利權人分佈 

在 2,476 件生物辨識技術美國核准專利中，

計有 2,120 件法人、公司等非自然人專利權人專

利，分屬 27 國、533 個專利權人，以美國擁有 286

個專利權人為最多、日本 91 個專利權人次之，德

國、英國、加拿大分別排名三至五名。在專利權

人平均專利件數方面，荷蘭以平均 13 件居首，其

中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擁有該國 25

件專利（荷蘭總專利數為 26 件），幾可說是荷蘭

生物辨識技術專利權人之唯一代表，其動向發展

具有指標意義。同樣具有專利權人集中分佈情形

的國家尚有愛爾蘭，該國 18 件專利分佈於 3 個專

利權人，然 Activcard Ireland Limited 亦以擁有 16

件專利具有指標意義。美、日二國的專利權人平

均專利件數各為 5.49 件與 5.66 件，雖然有些專利

權人擁有數十件甚至超過百件以上專利，然因其

專利權人數多、專利件數總數也最多，故並未顯

示專利權人高度集中現象。專利權人中以美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IBM）

擁有 122 件專利居於榜首，堪稱生物辨識技術大

廠，其各項生物辨識技術幾乎皆有專利產出，顯

示該公司的研發創新活動較多、方向較為多元。

日本 NEC Corporation 以 95 件專利排名第二，該

公司以指紋辨識為發展重點。此外，美國 Microsoft 

Corporation 以臉型辨識為其強項；日本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於臉型、指紋、虹膜辨

識皆有專利分佈；日本 Fujitsu Limited 除指紋辨

識外、其餘項目亦有研發活動，而近幾年來興起

之靜脈辨識即為該公司重點發展項目，另一個擁

有靜脈辨識之專利權人為日本 Hitachi, Ltd；日本

Sony Corporation 以指紋辨識較多，然全球目前僅

有 2 件步行辨識之專利即屬於該公司所有；加拿

大 唯 一 排 名 前 10 名 的 Dew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Limited，以指紋辨識、技術通論為

代表項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專利權人於排名前

20 名之表現，以 8 個專利權人（1,508 件專利）

高出美國 6 個專利權人（1,196 件專利），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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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美國的專利與專利權人總數雖然都居首位，然

專利件數總數居於第二的日本其專利權人的表現

卻較為突出、在前 20 名排名內領先美國專利權人

之表現。 

二、生物辨識技術影響力分析 

本小節自十二項辨識技術中挑選專利件數較

多之技術作為分析對象，包括指紋、臉型、語音及

技術通論，並以該項辨識技術中專利件數排名前

10 名國家作為分析對象，利用專利指標中的即時

影響係數（CII）與技術強度（TS）指標對各項辨

識技術進行技術影響力分析。  

(一)指紋辨識 

由圖 2 可得知法國的 CII 值最高，顯示法國在

指紋辨識之專利品質最高、被各國專利較快引用次

數最高；加拿大的 CII 值亦高、次於法國排名第

二。而英國的 CII 值為 0 乃十國最低，顯示該國指

紋辨識專利未受到他國引用。若配合各國專利數量

觀察其技術強度，則美國、日本因專利數量較高、

連帶使其技術強度呈現較高數值而分居一、二名，

加拿大之 CII 值雖高於美、日二國，然因其專利數

量較少，故其技術強度反較美、日二國為低。法國

之 CII 值雖為最高，然因專利數量不及加拿大，故

二國之技術強度相當。德國、南韓、台灣、新加坡、

英國、愛爾蘭等國之 CII 值與其技術強度呈現相同

走勢，新加坡與英國表現居於中間水準、德國、南

韓、台灣、愛爾蘭則表現較弱。總括來說，在指紋

辨識技術方面，法國於即時影響係數指標表現最

好，次為加拿大，顯示法國指紋辨識專利影響力最

大、專利較快被他國引用，美國則為技術強度最高

之國家，英國在專利影響力與技術強度表現上皆為

十國之末。 

(二)臉型辨識 

由圖 3 顯示在臉型辨識上，各國 CII 指標以澳

大利亞最高、荷蘭次之，可推論澳大利亞在臉型辨

識之專利品質最高、被各國較快引用次數最高，荷

蘭的 CII 值亦高，僅次於澳大利亞排名第二。加拿

大與德國的 CII 值皆為 0，顯示二國之臉型辨識專

利未被他國引用。進一步以專利數量分析各國技術

強度，可得知雖然美國的專利影響力並非最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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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國指紋辨識 CII 與 TS 指標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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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國臉型辨識 CII 與 TS 指標分析圖  

 

因其擁有較多專利連帶提升其技術強度居於榜

首，日本亦與美國相同具有較多的專利數量，故其

技術強度次於美國排名第二。澳大利亞與荷蘭之

CII 值雖為十國最高，然因二國專利數量不多，故

其技術強度表現未超越美、日水準。加拿大與德國

的專利影響力與技術強度數值皆為 0。總括來說，

在臉型辨識技術方面，澳大利亞的專利品質最高且 

影響力最大、專利較快被他國引用，美國則為技術

強度最高之國家，加拿大與德國在專利影響力與技

術強度表現上皆落後他國成為十國之末。 

(三)語音辨識 

由圖 4 可看出語音辨識之各國即時影響係數

與技術強度表現，其中以荷蘭的 CII 指標最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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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國語音辨識 CII 與 TS 指標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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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CII 值為十國最高，德國、英國及新加坡之 CII

值則為 0，顯示以色列與瑞典之專利品質最高、被

其他專利較快引用率最高，其專利具有較大影響

力；而德國、英國、新加坡三國之專利未被其他專

利引用。加拿大與荷蘭之專利影響力亦高。進一步

配合專利數量分析各國技術強度，得知美國以擁有

較高的專利數量連帶使其技術強度表現最佳，加拿

大之技術強度則位居第二，日本因專利數量多，故

其技術強度亦有第三名的表現，而德、英、星三國

因其 CII 值為 0，故此三國不具技術強度。總括來

說，在生物辨識技術通論方面，以色列與瑞典的專

利品質最高且影響力最大，美國則為技術強度最高

之國家，德國、英國及新加坡三國則不具專利影響

力與技術強度。 

國次之，而美國則於技術強度指標表現最為優異、

荷蘭次之，顯示荷蘭的語音辨識專利品質最好、被

他國較快引用率最高，美國則因專利數量較多，連

帶使其技術強度表現居於十國之首。其餘八國則因

CII 指標皆為 0，故相對其技術強度也呈現數值為

0 的情形，故可推論若一國的專利未被其他專利引

用，則其專利即不具影響力，不論其專利數量多寡

亦無法提高其技術強度。總括來說，在語音辨識技

術方面，荷蘭的專利品質最高且影響力最大，美國

則為技術強度最高之國家，其餘八國則不具專利影

響力與技術強度。 

(四)技術通論 

由圖 5 顯示以色列與瑞典之生物辨識技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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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國技術通論 CII 與 TS 指標分析圖  

 

利件數較多之辨識技術作為專利指標分析對象，包

括指紋、臉型、語音以及技術通論，並以該項辨識

技術中專利件數排名前 10 名國家作為分析對象，

並同時探討各項辨識技術專利之引用關係。 

三、生物辨識技術科學強度分析 

本小節以專利指標中的科學連結度（SL）與

科學強度（SS）指標，挑選十二項辨識技術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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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紋辨識 

由圖 6 得知美國的 SL 值最高、英國、德國次

之，顯示美國於指紋辨識擁有最高的科學連結度，

其技術也較為領先，英、德二國則於科學連結度排

名次於美國分居二、三。德國於指紋辨識之科學連

結度與科學強度表現亦佳，新加坡亦具有不錯表

現。十國中以台灣的指紋辨識科學連結度最低，顯

示其指紋辨識專利引用科學文獻最少。若配合專利

數量進一步分析科學強度，則此十國之科學連結度

與科學強度大致呈現相同走勢，美國科學強度最

強、日本因專利件數較多而科學強度表現較強，僅

次於美國居第二。總括來說，在指紋辨識技術方

面，美國的科學連結度與科學強度皆為最高，代表

其技術較為領先、較依賴該領域的基礎科學研究，

而台灣於此兩項指標的表現皆為十國之末，代表其

專利與科學文獻之關聯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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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各國指紋辨識 SL 與 SS 指標分析圖  

 

 

(二)臉型辨識 

由圖 7 顯示美國的 SL 值最高、澳大利亞次

之，顯示美國之臉型辨識專利擁有最高的科學連結

度，其技術也最為領先，澳大利亞次之。德國的

SL 值最低，顯示其臉型辨識專利引用科學文獻最

少、較不依賴該領域的基礎科學研究。英國、新加

坡、台灣與加拿大則位於中間水準。若進一步以專

利數量分析各國科學強度，可得知美國不僅科學連

結度最高、其科學強度也最高，日本雖然在科學連

結度的表現為十國倒數第二，然因其擁有較多的專

利數量反而提高其科學強度，僅次於美國排名第

二。英國、新加坡、台灣與加拿大雖然皆具有不低

的科學連結度，然四國皆因專利數量不高而使其科

學強度相對表現低檔。德國則科學連結度與科學強

度之表現皆弱。總括來說，在臉型辨識技術方面，

美國的科學連結度與科學強度表現最為優異，代表

其技術較為領先、引用較多科學文獻；而德國的科

學連結度最低、新加坡的科學強度最低，代表二國

之專利與科學文獻之關聯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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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國臉型辨識 SL 與 SS 指標分析圖  

 

之科學連結度亦具有不錯表現。十國中以加拿大的

SL 值最低，顯示其語音辨識專利引用科學文獻最

少、較不偏重該領域的基礎科學研究。在科學強度

表現方面，美國與日本因專利數量較多而分居一、

二名，新加坡與法國雖於科學連結度表現最佳，然 

(三)語音辨識 

由圖 8 顯示新加坡與法國的 SL 值最高，代表

此二國的語音辨識技術科學連結度最高，其技術也

最為領先。瑞典、德國、芬蘭與英國語音辨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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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國語音辨識 SL 與 SS 指標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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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因專利數量不多而使其科學強度表現未若

美、日水準。荷蘭、英國、德國、新加坡之語音辨

識科學強度水準近似，位於中間水準。總括來說，

在語音辨識技術方面，新加坡與法國的科學連結度

最高，美國則為科學強度最高，代表星、法、美三

國技術較為領先、引用較多科學文獻；而加拿大於

科學連結度與科學強度之表現皆為十國之末，顯示

其專利與科學文獻之關聯性最低。 

(四)技術通論 

由圖 9 顯示以色列的生物辨識技術通論 SL 值

最高，意指該國的技術通論科學連結度最高，其技

術也最為領先；美國、新加坡與瑞典的 SL 值亦高，

三國於技術通論科學連結度亦具有不錯表現。愛爾

蘭、德國與加拿大的 SL 值最低，顯示其技術通論

專利引用科學文獻最少、較不依賴該領域的基礎科

學研究。在技術通論科學強度表現方面，美國表現

最佳、日本次之，皆因美、日二國專利數量較多而

連帶提升其科學強度表現。以色列之科學強度具有

不錯表現，乃反應該國具有最高的科學連結度所

致；英國之科學強度表現亦佳，而愛爾蘭之科學強

度反應其科學連結度，均為十國最低。總括來說，

十國中以色列之技術通論科學連結度最高、美國科

學強度最強代表以、美二國之技術較為領先、引用

較多科學文獻；而愛爾蘭在科學連結度與科學強度

之表現均為十國之末，代表其專利與科學文獻之關

聯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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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各國技術通論 SL 與 SS 指標分析圖  

 

多、依次為臉型辨識與技術通論，靜脈、步行與多

模辨識引用文獻數量較少，此引用比例符合各項技

術之專利總件數分佈情形。以專利文獻引用情形而

言，指紋辨識之引用篇數最多，然技術通論之專利 

(五)專利引用分析 

表 4 列出各項生物辨識技術的專利與非專利

文獻引用情形，其中以指紋辨識引用文獻總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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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篇數亦相當高，與指紋辨識相近；靜脈、簽名、

步行及多模辨識則因為現有專利數量不多，缺乏可

引用之相關專利，故其引用專利文獻數量也相對

較低。從非專利文獻引用情形來看，仍以指紋辨

識引用篇數最高，依次為臉型與技術通論；語音

辨識之引用非專利文獻篇數已達其專利文獻引用

量之三倍，故可顯示語音辨識之技術與科學研究

之關聯性較強，而視網膜辨識亦具有此等屬性。

再以平均引用專利與非專利文獻數量進行比較，

平均引用專利文獻較多的技術有多模、步行、靜

脈及技術通論，若捨除或有誤差情形產生之多模

與步行辨識，可推論靜脈與技術通論較偏重引用

先前的專利文獻作為技術研發創新之依據；而視

網膜、臉型、指紋、語音及簽名辨識則平均引用

較多非專利文獻，尤以視網膜及臉型辨識引用非

專利文獻比例最高，顯示此二項技術與科學研究

之關聯性較強。掌型及按鍵辨識則平均引用專利

與非專利文獻各佔一半比例。本小節之統計結果

與 Callaert 等人（2006）之研究結果互異，Callaert

等人之研究顯示在所有核准的美國專利中，一份

美國專利大約引用 14 篇文獻，其中 12 篇為專利

文獻、2 篇為非專利文獻，互異原因推論為該研

究乃針對所有專利的平均引用統計，已將不同技

術領域之差異化現象予以平均，然不同技術領域

之間的引用專利與非專利文獻情形實際上差異頗

大，許多新興科技如電腦科技與生物科技，其非

專利文獻引用數量遠大於專利，其中尤以生化科

技（biochemistry）的非專利文獻引用量為專利文

獻的五倍可加以印證（Michel & Bettles, 2001）。

總括來說，本研究之生物辨識技術屬新興科技領

域，其每件專利平均引用非專利文獻篇數（4 件）

略大於專利文獻（3 件）篇數，亦可說明生物辨

識技術與科學研究之關聯性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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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被引用專利之分佈，例如

臉型、視網膜、語音與技術通論各擁有被引用次數

高達 413 次之專利、技術通論有被引用次數達 245

次之專利、簽名辨識則有被引用次數達 181 次之專

利等，此等高被引用專利均為高品質及高影響力之

專利。其中被引用次數高達 413 次之 US4993068

專利為美國 Motorola 公司擁有，於 1989 年 11 月

27 日申請、1991 年 2 月 12 日核准，跨臉型、視網

膜、語音與技術通論四項技術，為所有生物辨識技

術中專利影響力最高之專利。 

(一)指紋辨識 

由圖 10 可看出英國與愛爾蘭在指紋辨識之

TCT 值最高，顯示二國在此項技術之平均引用年

代均較長（8 年），推論為此二國技術已臻成熟或

技術無法突破所致。法國、加拿大、德國之指紋辨

識技術生命週期次於英、愛二國，亦屬於指紋辨識

技術發展較成熟的國家。而 TCT 值最低的國家為

台灣（技術循環時間約為 5.43 年），顯示台灣在指

紋辨識技術的循環時間較其他十國短、技術變化上

也相對較快。雖然十國的指紋技術生命週期互有高

低，然技術循環時間最快的台灣亦有 5 到 6 年之久

的時間，顯示此十國的指紋辨識技術 TCT 指標皆

位於中間水準以上，技術皆已進入成熟發展階段。

總括來說，十國指紋辨識之技術生命週期皆位於中

間水準以上，以英國與愛爾蘭的技術循環時間最

長，台灣最短，顯示十國指紋辨識技術皆已進入成

熟發展階段。 

四、生物辨識技術生命週期分析 

本小節以技術生命週期指標，自十二項辨識技

術中挑選專利件數較多之辨識技術作為專利指標

分析對象，包括指紋、臉型、語音以及技術通論，

並以該項辨識技術中專利件數排名前 10 名國家作

為分析對象，並同時探討生物辨識技術之國際專利

分類號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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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各國指紋辨識 TCT 指標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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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臉型辨識 

由圖 11 顯示英國在臉型辨識之 TCT 值最高，

其平均引用年代為 10.75 年，代表該國於此項技術

的技術生命循環時間有將近 11 年，推論為英國於

此項技術已發展相當成熟或仍具有技術瓶頸無法

突破所致。台灣與美國的技術生命週期亦相對較

長，各為 7.21 年與 6.08 年，顯示台、美二國的臉

型技術更替時間亦較慢。南韓則為十國之中技術生

命週期最短的國家，僅有 3.45 年，顯示臉型辨識

為南韓新興發展之技術領域，該國在臉型辨識之技

術變化較快。其餘國家如日本、荷蘭、加拿大、德

國、澳大利亞與新加坡，其臉型辨識的技術生命週

期為 4 到 5 年的時間，顯示其技術更替循環時間皆

位於中間水準。總括來說，十國臉型辨識之技術生

命週期以英國最長、南韓最短，其餘八國則位於中

間水準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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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國臉型辨識 TCT 指標分析圖  

 
 

(三)語音辨識 

由圖 12 顯示法國與英國之語音辨識 TCT 值最

高，其平均引用年代各為 10.67 年及 10.25 年，顯

示法、英二國語音辨識之技術生命週期有將近 11

年的時間，推論為二國之語音辨識技術發展已臻成

熟或具有瓶頸尚待突破。芬蘭與荷蘭二國之指紋辨

識 TCT 值最低，各為 1.5 年、2.5 年，表示二國之

臉型辨識技術變化較快、尚處於新興發展階段。其

餘國家如瑞典、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其技術生命

週期為 4 到 5 年的時間，顯示其技術更替循環時間

皆位於中間水準。總括來說，十國語音辨識之技術

生命週期以法國、英國最長、芬蘭與荷蘭最短，其

餘六國則位於中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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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各國語音辨識 TCT 指標分析圖  

 
年時間。此十國的技術通論之技術更替循環時間

皆位於中間水準以上，顯示其技術皆已進入成熟

發展階段。總括來說，十國生物辨識技術通論之

技術生命週期皆位於中間水準以上，以瑞典與新

加坡的技術循環時間最長，德國與加拿大的技術

循環時間最短，顯示十國生物辨識之通論技術皆

已進入成熟發展階段。 

 (四)技術通論 

由圖 13 顯示瑞典與新加坡之生物辨識技術

通論 TCT 值最高，其平均引用年代各為 8.25 年

及 8.17 年，顯示二國技術通論之技術生命週期約

為 8-9 年時間；德國與加拿大的 TCT 值最低，約

為 5-6 年時間；其餘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

愛爾蘭、以色列、荷蘭等技術生命週期皆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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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各國技術通論 TCT 指標分析圖  

93 



圖書與資訊學刊 第 63 期 

 

(五)國際專利類號（IPC）分析 

國際專利分類表是按照技術主題設立，主要由

8 個部（Section）、120 個主類（Class）、628 個次

類（Subclass）與 69,000 個主目（Main group）和

次目（Sub group）組成。由表 5 顯示各項辨識技

術之 IPC 三階分佈情形，除按鍵辨識與步行辨識

之外，其餘各項辨識技術之 IPC 類號數量最多者

皆為 G06K，尤以指紋辨識為最高（1,064 次）、臉

型辨識次之（659 次），而按鍵辨識首要 IPC 類號

為 G06F（80 次）、步行辨識為 A61B（7 次）。進

一步將所有辨識技術之 IPC 出現次數加總統計，

可得知出現次數最多的前五名 IPC 類號分別為

G06K（2,762 次）、G06F（1,292 次）、G07C（909

次）、G06T（727 次）及 H04L（607 次），顯示生

物辨識技術以「數據識別」、「電子數位資料處理」、

「時間登記器或出勤登記器」、「一般影像資料處理

或產生」、「數位資訊傳輸」等五項技術內容分佈最

多。除了上述五項 IPC 類號之外，各項辨識技術

亦具有其技術特性之 IPC 類號，例如臉型辨識分

佈於 H04N 類號數量居其第三，顯示其「影像通信」

之技術內容比例不低；而虹膜、視網膜、靜脈辨識

皆有 A61B 類號分佈，代表此三項技術跨「診斷、

外科、辨識」之技術領域；按鍵、語音辨識有 H04M 

類號分佈，「電話通信」為其特有技術內容；而步

行辨識則有 G01C 類號分佈，顯示「測量、勘測」

等技術為步行辨識獨有項目。表 6 顯示各項辨識技

術之 IPC 五階類號分佈情形，可得知 G06K9/00 為

出現次數最高之類號，指紋、臉型、掌型、虹膜、

視網膜、靜脈、簽名及多模辨識皆為如此，其中以

指紋辨識達 774 次為最多。出現頻次第二高之類號

為 G07C9/00，亦以指紋辨識分佈最多，其他如

G06F21/00、A61B5/117、G06T1/00 等類號分佈量

亦為之不少。各項辨識技術之 IPC 類號技術內容

參見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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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物辨識技術專利主要 IPC 技術內容 

IPC 技術內容 

A61B 診斷；外科；辨識 

A61B5/11 ‧‧測量整個人體或部分人體之運動，例如頭或手之震顫、肢體之活動 

A61B5/103 ‧用於診斷目的之測量人體或人體部分之形狀、模式、尺寸或運動之探測、測量或記錄 

裝置 

A61B5/117 ‧人之鑑別，例如指紋、腳印、壓印技術 

G01C 測量距離、水平或方位；勘測；導航；羅陀儀；攝影測量或影像測量 

G06F 電子數位資料處理 

G06F21/00 防止未經授權行為的保護計算機或計算機系統的安全裝置 

G06F3/023 ‧‧‧將零散資訊項目轉換成為代碼形式之裝置，如產生字母數字代碼、操作數代碼、指令

代碼之鍵盤 

G06F3/033 ‧‧‧由使用者移動或定位的指示裝置，如滑鼠，光筆，搖桿，軌跡球 

G06K 數據識別；數據表示；記錄載體；記錄載體之處理 

G06K9/00 用於閱讀或識別印刷或書寫文字或者用於識別圖形之方法或裝置，例如指紋 

G06K9/22 ‧‧應用手持儀器者 

G06K9/62 ‧應用電子設備進行識別之方法或裝置 

G06T 一般影像資料處理或產生 

G06T1/00 一般影像資料處理 

G06T7/00 影像分析，如從點陣圖到非點陣圖 

G07C 時間登記器或出勤登記器；登記或指示機器之運行；產生隨機數；投票或彩票設備；其 

他類目不包括之核算裝置，系統或設備 

G07F 投幣式設備或類似設備 

G07F7/10 ‧‧連同有編碼信號者 

G07C9/00 單獨進口或出口之登記器 

H04L 數位資訊之傳輸，例如電報通信 

H04L9/00 保密或安全通信裝置 

H04M 電話通信 

H04N 影像通信，例如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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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專利分析方法進行生物辨識技術實

證研究，在專利成長方面，全球生物辨識技術專利

件數持續成長，未來發展可期，由專利件數及專利

權人分佈統計結果皆顯示美國為全球生物辨識技

術專利領先國家、日本次於美國居於第二，美國

IBM 公司為全球生物辨識技術領先專利權人、日本

NEC 公司次之。在技術影響力方面，指紋辨識為

生物辨識最大宗技術、臉型與語音辨識技術次之，

美國為指紋、臉型、語音辨識及技術通論之技術影

響力最高國家。在科學強度方面，美國為指紋、臉

型、語音辨識及技術通論之科學強度最高國家，且

生物辨識技術與科學研究之關聯性較強。在技術生

命週期方面，指紋、臉型辨識與技術通論發展已臻

成熟，語音辨識技術變化較快。 

生物技術包含多項辨識技術，各項辨識技術之

間互有關聯，建議未來進一步研究可進行各項辨識

技術之關聯度分析，以更深入剖析整體生物辨識技

術之技術發展脈絡；而有鑑於生物辨識與科學研究

之關聯性較強，從非專利文獻中更可以發掘許多前

導研究與技術新知，故進一步以書目計量方式自科

學文獻資料庫中分析生物辨識技術與非專利文獻

之關聯性議題則至為重要，如文獻成長趨勢、作者

分析、主題分析、引用分析等，更有助於全盤了解

生物辨識技術學門領域演進與發展脈絡。 

生物辨識技術發展具有前瞻性，全球從政府、

研究機構到民間業者莫不積極投入研發與推動工

作。從各項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在各項專利指標表

現上仍具有成長空間，建議國內產學研界可師法其

他技術領先國家發展經驗，進行相關辨識技術之專

利佈局。 

 

（收稿日期：2007 年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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