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版：律師專欄 

可攜式太陽能技術與專利新穎性進步性之關係 

廖正多律師 

太陽能的光和熱普照大地已逾數億年，而經由人類智力加工而利用太陽能資應民生

的歷史也已經超過二千年。太陽能，這種看似永不枯竭的能源，正與人類的智慧展開有

趣的競逐。許多發明家、工業家，在利用太陽能的領域裡，費盡苦心，目的即為了能更

有效地設計出可以更具功能性的利用太陽的光和熱。本文將針對太陽能之技術為一普遍

的介紹，及太陽能技術發展於可攜式之產品之面向，並從此間探討其與專利法上所稱新

穎性與進步性之關係，藉由此探討而對可攜式太陽能技術及所發展得出之產品或概念為

一巡禮，期能發展出更具實用性之可攜式太陽能技術產品，而豐富民生需求。 

在西元前四百年間，即有人類精心設計太陽能房屋，該房屋能將太陽所發出的熱予

以保存，至夜間天寒地凍時，能促進屋內的溫暖，此可稱得上是將太陽能利用於民生必

需品上的歷史元老；利用曲面的原理蒐集太陽的光熱加以應用，則大約在西元前三百年

即已有人想到；利用曲面的太陽光反射器，將太陽光集中於同一點上，且應用在戰爭的

火攻裡，約略出現在西元前二百年間；一直到了大約西元一千四百多年，有人想到把太

陽光熱應用在工業商業用途上，製造出可以熔解金屬的光熱爐，再加以模鑄製造金屬民

生用品，這樣的技術大約到了西元一千七百多年時，其高溫可達華氏三千度左右；而發

明家 John Herschel 設計一款可以煮熟雞蛋、牛肉等食物的太陽能烹煮箱，則是在十九世

紀初期的事 1。利用太陽能豐富民生的事，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實在是非常早，且面向

繁多，有利用於造屋，有利用於熔解，亦有利用於烹煮等等，人類智慧的發展非常令人

敬佩。 

太陽能的技術發展到了近代，其應用更是廣泛，思惟已屢創佳績，使得太陽能的產

品對近代生活起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可攜式的太陽能產品更是市場中的寵兒，欲探討可

攜式太陽能技術之新穎性與進步性，亦有需要對近代太陽能技術發展之梗概有所了解。

隨著了解此些技術之發展，吾人便可從中領略，任何一種技術之進步，均含有許多人類

智慧的結晶。若因此而能發展出更具新穎性更具進步性之可摧式太陽能產品，當更是人

類之福。 

正如前述，太陽的能量，最初被人類知悉而加以應用設計者，是太陽所產生的「熱」，

單純的熱能源。而分析可攜式太陽能設備之進展，亦可從單純產生熱的面向加以處理。

誠其然，太陽，是一個極其巨大的熱源，然而，其熱度在地球之表面，亦僅形成約攝氏

二十幾度或三十幾度之溫度而已，利用其熱源需再強化其熱源。光聚燃燒的物理現象是

思考太陽熱能較為重要之面向，如何在聚光聚熱的方式上加以變化，使能利用太陽的熱

能，將是此面向專利產品具有新穎性進步性之重要考量。在近代的產品設計裡，已有出

現一種安裝在遊船上的可攜式的太陽能熱水淋浴設備，將太陽的熱保存在水裡而供使用



 

 

2；第 7077124 號美國專利亦公開揭露一種嵌入建築物牆內而儲存太陽熱能的儲熱設備而

利用於該建築物民生熱水之使用。要突破利用太陽熱能的可攜式設備，使其具有新穎性

與進步性，可朝利用透鏡聚光聚熱之物理原理，管狀層疊之方式或光熱射入凹部金屬或

多透鏡密布球狀表面的方式，使可攜式產品之空間結構形成立體狀，亦使透鏡聚光熱形

成立體狀或密布球狀表面，則太陽之光熱可透過立體之聚合方式增其能量，承受太陽光

熱的層疊管狀或凹部金屬，亦可承接最大能量之太陽光熱，產生儲存太陽熱量之較佳利

用。 

利用太陽的熱所產生之物理現象而驅動產生發電之功能，是利用太陽能量的另一個

面向，此雖較困難直接利用於可攜式產品上，但若因此而能使電能充足於可攜式產品，

亦可謂係屬利用太陽能量所生電量而間接應用於可攜式產品上。大約在西元十八世紀

末，有發展出以太陽熱能煮沸水而產生水蒸汽推動物件之設備 3，而第 20060179840 號

美國專利利用太陽熱能融化鹽類元素進而創造電力。在這一個領域裡，如何利用地球上

最多的水以及結合利用太陽的熱能產生電力，當是最主要創造專利新穎性進步性的思

惟。正如前述，透過曲面的聚熱器或碟形的聚熱器，或透過透鏡所產生的熱感折射而聚

熱，均可增加其熱度甚至達到數千度之譜，自可利用於湖洋海水蒸汽之產生而驅動旋動

發電設備，循環利用湖洋海水，幾近永不枯竭。 

至於太陽能產業發展的重要部分，即利用太陽能的光線而產生電力的技術，其在近

代的發展也令人目不暇給。透過太陽的光線照射半導體晶片而產生電洞，使正電子與負

電子發生離動而產生電力，是太陽光發電的基礎結構。因此，在材料的選用與接收太陽

光線面板的組織結構與尋跡設計，當是利用太陽光發電的重要方向，太陽光發電的許多

重要專利申請案，亦均繞此議題打轉，其新穎性與進步性亦應從這些方面著手。西元 1994

年時，曾有學者估計，每人需用之消耗性電力，以當時最先進的太陽能面板，需有 1200

平方公尺的太陽能面板始足供應 4,5；到了 2003 年，以當時的科技水準，僅需 6 平方公

尺的太陽能面板即可供應一個人所需用的電力 6。這樣的進步，均有賴於太陽光線產生

電位差的半導體晶片材料之選用及改良，依手動調整角度而接收太陽光線的架體結構，

則有某些學者及專利申請案提及 7,8,9,10，其具有專利新穎性與進步性之改良，則在於結

合季節、日期、所在地經緯度而設計追蹤太陽位置而面向太陽之自動導向架體結構。 

另接收太陽光線面板的結構設計則略有變化，但並未有非常大的進步，第 3420469

號美國專利提到球形的面板結構，第 7077532 號美國專利提到弧形的面板結構，第

20060174867 號美國專利提到圓椎體面板結構，第 20060174930 號美國專利設計一種 U

形反射結構的太陽光接收面板，第 20060180194 號美國專利則揭示一種交叉結構的立體

面板，讓太陽能面板像波浪形的交叉形成光線的折射。是以接收太陽光線面板之結構作

為考量，其新穎性與進步性之方向應落在增加光線光源及立體化板材之方向著手。增加

光線之方式在於利用鏡面折射反射或金屬折射反射之原理，加上透鏡聚光之基本物理能

力，立體化板材則使平面之接收光線板材化轉為立體，將光線導入立體之板材裡，當可

有效縮減使用空間，增加蓄電能力，亦可使太陽能源輕便利用於可攜式電力設備。 

保護地球能源的消耗，維護良好的環境品質，離開煩囂塵市駐足遠方享受休閒等等，

都是太陽能技術之所以會持續發展的理由。曾經發展過的太陽能技術，正在持續的發展



 

 

之中，新的參與者應有體認，應該設計出更具新穎性更具進步性的實用產品。良好的太

陽能技術，可使許多不可能的事都能成真(例如在大峽谷裡生活三個月，或在撒哈拉沙漠

烹調可口的海鮮等等)，這一切都有賴於可攜式太陽能產品的發展。而可攜式的產品，重

要的面向即應考量其輕巧。太陽能技術應用於可攜式的產品上，如前所述，可分為以太

陽能技術作為充填電力的技術而使可攜式的產品具有電力可供使用，以及直接以太陽能

技術作為可攜式產品之電力來源。無論是任何面向，對於民生之需求均可獲得極大的滿

足，值得工業界與發明家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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