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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學教育實作學門(簡稱本學門)成立的目的，是為推動國內科學教育實作型產品與系統

之研發，發展典範性或高品質之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鼓勵動手實作的重要性，以提升科學

學習品質，並培養各類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之設計製作人才，發展我國科學教育特色，並能

持續性拓展科學教育實作。然而，因為每件計畫都有執行時程，在時程中可以大量推廣，將

研發的產品嘉惠社會大眾，但在計畫結束之後，在沒有經費與人力的支援下，較難將產品繼

續進行推廣。因此，為了讓每一件計畫在結束之後，能發揮更大的效益，將計畫開發的產品

進行商品化的程序，透過廠商或機構協助進行推廣，將可以讓計畫的價值持續延續。 

    商品化是指原本不屬於買賣流通和通過貨幣實行交換的事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化為

可以進行買賣和貨幣等價交換。因此，以下就本學門計畫執行教師如欲進行商品化時，在提

計畫時、設計成品時、洽談商品化時與商品化後提供參考建議。 

 

二、提計畫時之建議 

    本學門在計畫徵件的計畫書內容即須要寫到「需求與市場分析」。包含國內外相關成品分

析與擬設計之成品的需求分析與國內外市場分析。這一部分是需要請計畫申請人提供國內外

成品與未來市場需求的分析，以對照申請計畫成品與市場現有成品的差異與價值性。因此老

師如欲將成品商品化，需要找到成品的差異型與價值性。在此過程中，計畫申請人可以評估

此成品有無商品化的可能，以利計畫執行項目之撰寫。 

    其次，如計畫申請人欲進行商品化，亦可以先進行市場進行分析。舉例來說，這成品是

大眾市場還是小眾市場。而不管是大眾還是小眾，市面上有進行相關產品販售的廠商有哪些？

建議計畫申請人平常就可以留意相關資訊，與廠商進行互動。除了您可以更認識廠商，也可

以讓廠商更瞭解您的專業。 

 



 

2 
 

 

圖 1、帶領學生參訪產學合作單位並進行互動 

 

三、設計成品時之建議 

    在設計成品時，不同的成品形式會有不同的銷售管道。本學門的成品形式包含學習軟體、

玩具、實驗器材與跨領域學習軟體、玩具或實驗器材。教師可以先瞭解一下，每種成品形式

的銷售管道與潛在合作廠商。如學習軟體以行動載具 APP呈現，可以透過網路商店讓社會大

眾下載；或透過 web-based平台、VR平台等則可以透過其平台收取費用。而在玩具與實驗器

材，多屬於既有實體的成品，則可以透過實體展售或網路平台進行販售，甚至小眾市場會有

專員到特定的市場去推銷。瞭解銷售管道後，接下來就可以去瞭解有哪些廠商在經營這些產

品。教師可以利用各種方式與廠商們多接觸，透過互動讓雙方多瞭解並提升信賴感。 

    如已有計畫要商品化並已接觸廠商後，在成品的開發與設計期間，可以多瞭解廠商們關

心什麼。基本上最簡單的就是在商言商，廠商要賺錢。因此老師們在開發時，需要留意成本

的問題。以我技轉標的是桌遊來說，到最後要技轉時，桌遊有許多物件都會被廠商提出來，

要降低物件數或尋找替代方案。最後要提醒老師們的是，有些廠商希望他們在取得此成品的

授權後，無法因別人的模仿而影響他們的銷售。因此老師們可以就成品的創新範圍申請專利

保護。 

 

四、洽談商品化時之建議 

    商品化的過程是一個專業，絕大部分教師在求學生涯都沒有經驗，建議老師可以洽詢學

校的研發處(產學組、技術合作組或技轉中心)。老師們可以先瞭解校內相關辦法，並與承辦

同仁討論。基本上此時學校一般會有兩個程序，第一個程序是老師已經找好技術轉移廠商，

已經談好技轉金，送學校委員會審核。第二個程序是學校會將大家的研發成果，主動去找願

意合作的廠商，談好合作條件後再送學校委員會審核。學校委員會審核時，跟其他領域的技

術轉移案來說，本學門科學教育的成品在技轉金部分常常是委員們挑戰的議題。然而因為本

學門的重點在推廣，而商品化就是讓計畫成品繼續且大量推廣最好的方式，因此可以讓審查

委員知曉學門的特性。此外在學校行政面，老師們亦可能需要知道，科技部(國科會)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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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其中針對因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公私立

學校應繳交百分之二十於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在進行合約內容的討論時，有幾點老師們可以留意。第一是授權方式，常見為專屬授權

與非專屬授權，差別在於此成品(技術)可以技轉給單一廠商還是多家廠商，這部分跟後續技

轉金有影響。其次是技轉金的部分，一般分成第一次繳給學校的技術授權金(如數萬)與每半

年或一年依據銷售狀況給的權利金(如 15%)。第三是授權實施範圍與衍生產品，亦即技轉的

技術範圍內容以及使用有本授權技術製成之任何產品內容。最後是授權期間與終止合約的議

題要註明清楚。 

 

五、商品化後之建議 

    在進行商品化後，廠商協助您生產與販賣產品，此時您們就屬於夥伴關係。有些合作關

係可以能會在合約上註明(如每年提供多少時數諮詢)，但建議老師們可以多透過多元的管道

協助商品進行行銷與推廣。對老師們來說，可能不會增加太多的技轉金收入，但卻是一個作

者對於自己商品該有的態度。一般來說，除了參與相關展覽外，透過記者會進行新聞媒體的

宣傳是不錯的方式。因為在網路世代的現今，相關資訊流在網路上，陸續就會找到潛在買家。 

    此外，也建議教師可以就技轉商品進行後續的科學學習成效分析，透過科學的資料佐證

技轉商品的學習成效，不僅有利商品銷售，亦可以增加接地氣的學術貢獻。 

 

 

圖 2、產品技轉後舉辦記者會增加曝光度 

 

六、結論 

    商品化對於大學教師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與挑戰，在 12年國教新課綱、STEM教育以

及現今政府單位非常重視解決在地問題之際，教師們可以多與研發處同仁討論，找學門同儕

互動，並留意相關的廠商或機構。什麼事情第一步都是困難的，但第一步走出去接下來就會

好走許多。我們大家一起為學門成品長期與大量的推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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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1.科學教育實作學門： 

https://esep.colife.org.tw/index  

2.屏大開發概念桌遊 教學童人工智慧演算法邏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7HHe3Tr1YI 

3.玩撲克牌能學習程式邏輯 屏大開發好玩教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ma3vh3_2s&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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