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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隨著美國眾議院於2000年通過了注射器安全與預防法案（Needle stick Safety and Prevent Act.）決定從2005年起全面採用安全注射器的規定和世界衛生組織決議自2003年起全面禁止傳統一次性拋棄式注射器安全注射器，傳統注射器市場主要為安全注射器市場逐取代。由於安全注射器市場尚屬於一個新興市場，因此潛在市場龐大。但由於醫療器材的製造生產有人力密集的傾向,使得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及馬來西亞，成為近期部分醫療器材產品為追求低成本而轉移的新興區域。


「專利」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專利權，即由國家頒發專利證書，授予專利權人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對某項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享有製造、使用、許可銷售、銷售、進口的專利權或對外觀設計享有製造、使用、銷售、進口的專有權。


一般來講，專利權人總是希望自己獲得專利權的發明創造能夠充分地實施只有專利的實施，才能使專利權人從中得到相應的經濟利益。而這種實施，主要通過專利持有人對廠家的專利授權來實現。雙方達成的關於專利授權的協定也即專利授權模式，將對隨後產品生產銷售的相關過程產生莫大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以中國華東附近地區的醫材製造工廠之安全注射器專利授權模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其與受讓企業的類型、地域、規模等諸項因素有相當大的關係。(1)上海區域非獨占性專利授權類型的數量明顯高於所有調查的企業；(2)民營控股企業擁有非獨占型專利授權明顯的數量明顯高於所有調查的企業；(3)非獨占型專利授權民營控股企業產能不高；(4)民營控股企業壟斷高價安全注射器生產；(4)獨佔型專利授權企業投入產出比高於非獨占型專利授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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