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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吉為現任東大國際

專利商標事務所的副所長，他

在 1989 年赴日留學，返台後

因緣際會進入法律事務所成為

專利工程師，並在之後與自己

的哥哥共同創立了東大國際專

利商標事務所，迄今在專利領

域裡已耕耘了約三十年。

電機系 = 工程師？
讓周良吉告訴你
不一樣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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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目標、規劃並執行

從小開始，周良吉便以自家兄長為榜樣，追隨哥哥曾經走過的路。從大學的

選擇、赴日留學到創立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哥哥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扮演

著充滿影響力的角色。周良吉求學的年代是日本經濟的巔峰，但在當時留學還是

以美國佔最大比例，大學系上（台大電機）的同學幾乎都選擇去美國留學，有著

「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一句話流傳在校園內。後來，隨著科學園區的建立，

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相當迅速，出國留學的人漸漸就變少了。當時臺日交流協會有

提供限額獎學金給想要赴日留學的臺灣人，看著哥哥考上且獲得獎學金赴日留

學，副所長便以此為目標、訂定計畫並積極執行。為了使自己有良好的競爭優勢，

大學時期開始積極學日文，當兵期間也沒有中斷學習。經過幾年的學習，順利通

過了日文二級檢定，並在退伍後馬上獲得獎學金，成功跟隨哥哥的腳步，展開赴

日攻讀碩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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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些資訊，以期許自己在即將到來的留

學生涯可以更適應。不過每個人遇到的人

事物都不相同，周良吉回頭想，當年得到

的一些資訊，跟自己後來的體驗其實大相

逕庭（但亦非全無參考價值）。最重要的

是，永遠用真誠的心待人、虛心學習。總

結而言，生活中有苦有樂，遇到吃苦，就

當成吃補，那些苦哈哈的日子，將是自己

未來人生中最好的養分。

赴日留學、跨出舒適圈

當初留學的學校為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日本的大學強調研究為主，

希望能夠創造出最多數量的論文，通常在

大學四年級會進研究室，學校會給予最大

的時間讓學生寫論文。副所長提到當時赴

日留學的經歷，表示一開始自己是旁聽生

（日文漢字：研究生），教授並沒有指定

任何研究課題。一直到進了資訊系碩士班

後，才終於有了研究課題，這點對於當年

的自己，其實不太習慣，因為旁聽生那段

時間，相較於之後的研究生活實在太清閒

了。

對於留學上的選擇，周良吉客觀地表

示，在國內的研究所繼續深造是最舒適的

選擇，因為環境沒有變，不論是家人、朋

友，還是語言，一切都是熟悉的事物，唸

碩士畢業後就業也比較容易接軌，但出國

留 學 會 面 臨 的 挑 戰 是 完 全 來 到 一 個 新 環

境，需要幫助時，不像在國內隨時可以找

到援助管道，因此所遇到的挑戰也相較為

多。周良吉以自己為例，在赴日留學期間

也是遇到了不少挑戰，比如說與日本人的

相處，因為不熟悉日本文化，對於日本社

會 中 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模 式 與 講 話 方

式，確實有不適應之處，這種情況下，只

能 盡 可 能 放 下 身 段、 敞 開 心 胸 來 與 人 相

處。從現在回顧看看當時的自己，也沒有

適應很好，但有從中得到一些歷練，也成

為往後人生的養分。

對於有出國計畫的同學，周良吉建議

「可以多跟前輩探詢有關自己要去的留學

地點、大學等相關資訊」。以自身為例，

在 留 學 前 只 要 遇 到 有 日 本 留 學 經 驗 的 前

輩，他都會特別前去請教，目的是希望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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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專利領域，顛覆刻板印象

身為臺灣大學電機系學士、日本東北大學資訊科學碩士的周良吉，擁有電機與資訊的技術

背景，卻踏入了一個看似為全新挑戰的專利領域。然而，他表示電機的相關背景是他在成為專

利工程師的路上，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專利工程師是客戶與智慧財產局的橋樑，其角色就是幫助客戶將其發明寫成專利說明書，

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並設法讓該專利申請案獲准專利。專利制度的目的是保護研發成果，

一個研發成果欲獲准專利，則該研發成果必須是新的、未曾揭露過的。如果專利申請前已經有

技術內容接近的前案 (prior art) 曾公開揭露的話，則理論上該專利申請案就不應獲准專利。

一般而言，專利說明書會涵蓋相關發明的技術內容之專業用語，因此負責撰稿的專利工程師必

須具有該技術領域的專業知識，如果是外國客戶委託案件，專利工程師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語言

能力。舉例而言，如果日本企業以日文專利說明書委託一個電子電路領域或資訊領域的專利申

請案，要能夠妥善處理這個案子，必須像周良吉一樣，既有電機與資訊的技術背景，又精通日

文。

在近 30 年的工作經驗中，最讓周良吉印象深刻的事是他曾經協助一家日本廠商擔任專利

侵權訴訟之被告方的代理人。具體而言，這件專利侵權訴訟在歷經數年的努力奮戰後，最後終

於獲得令客戶滿意的成果，也讓他們留下畢生難忘的寶貴經驗。

此外，周良吉表示，平常孜孜不倦的工作之外，也會參加一些專利相關的國際會議，而他

最常參加的國際會議是 APAA（Asi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亞洲專利代理人

協 會 ） 國 際 年 會， 該 國 際 年 會 每 年 辦 一 次， 由 十 數 個 會 員 國 輪 流 舉 辦。 每 次 參 加 人 數 約

1500-1700 人，參加者以亞洲地區 ( 包含澳大利亞、紐西蘭 ) 的專利代理人為主，除了亞洲

地區之外，也有來自其他地區的專利代理人，大家齊聚一堂，度過 4 天的時間。每個主辦國都

會使出渾身解數，安排最精彩的節目與活動，讓來自全世界的專利代理人留下最美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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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專利工程師——語言能力、科技背景

若要在事務所中成為一名專利工程師，且期待能在此領域發光發熱，語言能力和科技專業背景是兩

項不可或缺的能力。在語言能力方面，主要是英文或日文的讀寫能力；科技背景方面，則是必須具備電

機、機械、化學 ( 化工 )、物理、材料或相關科系的專業知識。許多人都認為法律背景是作為專利工程

師的必備條件，事實上專利工程師所需具備的法律背景並不多，只要有專利法、專利審查基準、行政程

序法、民法的背景即可，而這些法律知識可以在成為專利工程師後再學習，並不會因為沒有法律背景而

構成障礙。

了解自身性向、認識自己的強項

周良吉認為，不管從事什麼工作，了解自己的性向與強項非常重要。因為在符合自己興趣取向的領

域工作，才能持久作戰；在貼合自身強項的崗位打拼，才能事半功倍。但人在年輕時往往不夠了解自己，

需要經過一番自我探索，才能更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期待每位年輕人

盡早了解自己的性向與強項，勇敢的朝著夢想前進，不要太在乎進入職場的前十年要賺大把的鈔

票，只要在符合自己的性向與強項的工作崗位上打拼，假以時日，一定能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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