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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各項子計畫成果報告 
 

注 

意 

事 

項 

◎本表請於執行完竣後１５日內繳交。 

◎執行名稱：請填寫與企劃書相同之名稱。 

◎執行面向：請勾選與執行名稱相符之項目，可複選。 

◎執行日期：請以「民國」紀年填寫。 

◎執行時間：請以「２４小時制」填寫。 

◎內容簡述：請以５０字以內之內容說明執行內容。 

◎執行成果：請以新聞稿（大約８００字）格式撰寫，必須包含執行日期、執行單位、執行宗旨、執行情形、執行成效、反思檢討等內容。 

◎執行成效：必須包含質化、量化之執行成效。 

◎執行照片：請檢附至少６張照片並說明內容；請將照片原始檔寄至 dean@tsu.edu.tw 。 

◎附件資料：請檢附與執行名稱之相關資料並依序標註序號。 
 

執行面向 
■ ■ ■ ■ 

落實教學創新 發展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 善盡社會責任 

執行名稱 2020跨文化創意互動交流成果展暨智慧財產權宣導－傳播媒體中的智慧財產權講座 

執行日期 109年 05月 11日 執行時間 15時 10分～17時 00分 

執行地點 TA307教室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 台灣首府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 圖書資訊處、通識教育中心 

內容簡述 

傳播媒體中的智慧財產權講座係結合通識課程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劉振仁老

師演講，演講關於智慧財產權主要要點，為讓學生能適性學習，發展跨領域整合能力與

競爭力。學生未來可朝跨文化領域與創意設計領域發展，將所學應用於文化知識產業。

活動中並加入智慧財產權宣導，使境外與本國學生在學習中了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執行成果 

  本次活動講座於 05 月 11 日辦理，針對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學生，宣導智慧財產

權的重要性，透過智慧財產法規釋義，宣導學生在課業操作學習中，具備正確的資訊使

用方式。如宣導智慧財產權定義、分類、重要性以及涵蓋範圍與正確用途等等，也重述

說明何謂智慧財產權定義，屬國家對於人類精神活動成果保護的權益總稱。亦是指人類

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利。簡單依屬性區分

說明亦即：「智慧→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財產→產生財產上價值」、「權→法律

所創設之權利」。也重申目前我國台灣並沒有一部法律叫「智慧財產權法」，而是由專

法來依據使用，分別是「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及營業秘密法」等法律，

分別就不同的智慧財產權項目加以保護組成；而智慧財產權分類分成廣義的智慧財產權

有六項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及公平

交易法，而狹義的智慧財產權 3項法主要以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三種法律為主。

講師也簡單化統整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如下說明： 

一、保護精神文明的創作為目的：著作權法。 

二、以保護產業或技術成果為目的：專利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營業秘密法。 

三、以保護產業的識別標章：商標法。 

四、以維護交易秩序為目的：公平交易法。 

  而有關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是因當前與未來是智慧財產權的知識經濟時代，智慧

財產權是國際間另一種競爭武器，若能掌握關鍵技術就是掌握國際競爭優勢，故商品、

服務和智慧財產權可說是跨國貿易主要三大支柱。在講座過程中以「法藍瓷」為例簡述

概說，說明擁有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著作權以及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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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規釋義，宣導學生在操作學習中，具備正確的資訊使用方式，同學在課

程中也獲得許多有益觀念。該講座內容對個人的助益是否滿意經反饋滿意度為 88%，而

整體滿意度為 92%。 

執行成效 

辦理場次 1 參與人數 50 平均滿意度 91% 

◎其他質化、量化之成效：（請條列式說明） 

1.本講座共 50 位師生參與，整體滿意度為 92%。 

2.本講座有助智財權觀念提升，滿意度為 90%。 

3.本講座有助於多元文化與語言融合，滿意度為 94%。 

4.本講座結束後獲得許多創新想法，有助邏輯思考能力，滿意度為 92%。 

5.本講座有助學術倫理涵養提升，滿意度為 92%。 

檢討事項 

◎針對本子計畫之執行過程進行檢核並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請條列式說明） 

1.場地建議改換成會議室或是階梯教室，有助於講師與學生互動。 

2.建議多宣傳，有助學生參與並了解何謂智慧財產權。 

執行照片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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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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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卷分析 

 

【執行名稱】2 0 2 0跨文化創意互動交流成果展暨智慧財產權宣導－傳播媒體中的智慧財產權講座 

【執行日期】1 0 9年 05 月 11 日 

【問卷分析】 

壹、基本資料： 

 

1.學系／單位： 

幼教系 資多系 企管系 餐旅系 

4人 35人 3人 3人 

休閒系 烘焙系 教研所 通識教育中心 

1人 2人 1人 1人 

 

2.性別 

男 38人 女 12人 

 

貳、對於講座各式安排滿意度： 

項目 平均滿意度（依百分比計算） 

1.獲得許多創新想法，有助邏輯思考能力 92% 

2.參與討論表達，提升閱讀與溝通能力 92% 

3.講座有助於多元文化與語言融合 94% 

4.講座有助學術倫理涵養提升 92% 

5.講座有助智財權觀念提升 90% 

6.講座有助創新概念提升 90% 

7.講座內容對個人的助益是否滿意 88% 

8.講座整體滿意度為 92% 

平均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