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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 

2016 翻摺收納式浴缸 / 發明專利 I540992 

2016 組合式擋水牆 / 發明專利 I539060 

2015 多功能警示裝置 / 發明專利 I485673 

2013 三合一育兒輔具 / 新型專利M445396 

2011 機械式混合音樂玩具設計 / 新型專利M411980 

 

■  產學合作 

[1]  111.03.01 ~ 111.09.01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動態影音教案設計（主持人） 

[2]  102.03.01 ~ 102.11.30 – 三織有限公司：N世代新解-創意繪本電子書設計（主持人） 

[3]  101.03.01 ~ 101.11.30 – 世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互動式圖文電子書設計（主持人） 

[4]  100.09.01 ~ 101.07.31 – 太米國際有限公司：動態資訊圖像化教案設計（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