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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劇，技術越來越成為至關重要的原素。無論在科技、經濟，甚至跨國的競爭，

都越來越倚賴技術，其預測亦逐漸受到重視；相對地，準確的技術預測便成為一門重要的課題。 依企業的技術專利行為之

角度，可看出企業對該技術領域所投入資源數量的多寡，且透過專利活動亦可測得技術發展的趨勢及衡量企業間的競爭力

，無疑是讓企業永續發展之關鍵。 本研究利用專利資料庫針對OLED技術作專利檢索，所得的專利資料透過支援向量迴

歸(SVR)工具進行短期預測，其結果將與傳統Logistic模型之短期預測進行比較，證實在短期預測上，支援向量迴歸工具的

預測能力較強。接著將支援向量迴歸的短期結果套入Logistic預測模型中，以模擬出修正後的趨勢結果，同時將與傳

統Logistic預測模型所模擬出的趨勢結果進行比較分析，證實利用支援向量迴歸工具可修正傳統技術預測模型，以提升其預

測能力，更精準地推估出該技術發展之趨勢，並針對修正後的趨勢結果，提出一客觀的見解，供管理者在做相關決策上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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