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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權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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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常稱為智財權。亦可稱為「無形財產權」

或「無體財產權」，亦指由人類的心智精神所創造出、具有經濟價值之產物；世界各國為

了保護這些心智精神產出，因而創設出各項相關權利以及保護規範之統稱。

依據1967年「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智慧財產權指：
1.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
2.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
3.人類之任何發明。
4.科學上之發現。
5.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6.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7.不公平競爭之防止。
8.其他在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中，由精神活動所產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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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體/無形：保護客體並無一定之有形物體，純屬法律上抽象存在之概念。

二、不確定性：可能因不符合權利相關規範要件而被撤銷權利、或因而無法取得法律保護。

三、人格權：可體現創作者個人或精神層面之特質。

四、公益性：無法絕對獨佔權利，保護期限屆止時，權利成為公共財。

五、屬地主義：原則上無法跨國別／地區而使權利受到法律保護。

2024/11/18

智慧財產權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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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財權法制

其實，我國並沒有一部法規叫做「智慧財產權法」……

而是由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等法律分別就不同的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

常見並稱呼為智財三法者，包含：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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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 營業秘密

保護目的 產業發展 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
業發展

保護著作人權益、調
和國家公共利益、促

進文化發展

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

保護客體 • 發明專利
• 新型專利
• 設計專利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
聲音、立體形狀…

科學、文學、藝術…..
分為財產權及人格權

具有競爭優勢的各種資訊、
方法…

保護要件 •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及進步性

• 註冊保護主義

• 先天識別性
• 後天識別性
• 註冊保護主義

• 原創性
• 創作保護主義

• 秘密性
• 經濟性
• 合理保密措施

保護期間 • 發明20年
• 新型10年
• 設計15年
期間屆滿即成為公共財

註冊日起10年，可不斷展延
具有無限獨佔權利性

百年品牌其來有自

自然人去世後50年；
法人、攝影、視聽著
作為公開發表後50年。
著作權並非永久保護

保護至秘密性消失為止
申請為專利權，即屬秘密
系消失常見情形

我國常見之智財權介紹



實務上常見的智財爭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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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1)1
A之單位為其長年使用之LOGO申請商標註冊，並註冊通過在案；A身為單位的行銷經理，為
了讓單位新推出的服務及產品能在市場上一鳴驚人，決定將當初申請註冊之墨色LOGO變換顏
色放在廣告媒介上，其它的圖樣文字都不變動，請問這是可以的行為嗎?

商標權具有絕對獨佔、公示保護效力，並且可無限次數展延權利，因此，法律要
求商標權人必須：真正、正確地使用商標。
→商標使用指引的重要性（對內、對外）！



商標法(2)2
「厚厚甲」為經營了60年的知名的滷肉飯老店，早上五點半開始營業前即已有大排長龍的人
潮；某日同條街上出現了一家同樣賣滷肉飯的店家，名為「足厚甲」，年輕的經營者，具有
商標保護的觀念，因此將其店名申請註冊為商標，並通過在案。豈料，某日「厚厚甲」接班
人A心血來潮也拿店名去申請註冊商標，但被主管機關以與他人商標具「近似性」而駁回申請，
A不服提起行政爭訟，並主張：「我們是老店，街頭巷尾無人不知，我們才應該取得商標權」。
請問A的主張是否有理?

1.先天識別性強調的是：區別與特色
2.後天識別性強調的是：長期使用、反覆使用、對於相關消費者而言具識別性

先天識別性例子1 後天識別性例子2



商標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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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公司近期為了商標申請註冊案件而進入司法程序，A公司主張自己的商標樣式與他人商標不
具有近似性，但此主張不被主管機關採納、也不被司法機關採納。試問：以下的例子何者構
成近似性？→具有近似性即無法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

1. 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為準（不同產品定
位、消費市場不同）
2. 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給予消費者的印象）
3. 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1 2 3



著作權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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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為了替其單位客戶進行免費的教育訓練而製作了一份精美講義，A是否可以因為是免費的課
程而任意引用他人資料作為講義素材嗎?若課後客戶想索取這份精美講義，他可以如何約定著
作使用以保護自己的心血呢?

1.教學引用資料受到合理使用原則保護；但務必留意「公開傳輸」行為的陷阱
2.授權範圍、授權時間、授權空間（線上/實體）以及是否能再授權應約定明確

§52：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
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
→合理使用原則司法判斷要件：
1.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2. 著作之性質
3. 利用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合理使用原則之適用1 資料放於網路平台可能
過度侵害公開傳輸權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公開傳輸」行為對
於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影響甚大，得主張
合理使用的空間有限，務必謹慎。

2



著作權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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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的單位參與政府機關計畫，並獲得經費補助執行研究案。但A單位及其執行團隊在簽
約之前，都很擔心心血成果的所有著作權會完全被政府機關取走，未來無法再做衍生運
用，他們可以如何約定呢?

1.著作成果歸屬約定明確
2.著作利用與著作財產權可分開約定，確保研究成果能延伸運用（特別是重製、
改作權）

著作成果
(政府委補助款)

執行團隊 A單位 政府機關

(職務聘用合約)
著作權法§11Ⅰ但書

職務上產出成果歸屬僱用人

著作成果歸屬
1 政府機關委補助計畫成果之歸屬，實務上

成果將歸屬於出資人（機關）所有。

著作利用與著作財產權2
承前，成果歸屬機關，亦可約定由受託人取得著作利用
權，日後做不侵權的運用（如：行銷、推廣能量）



著作權法(3)6

免費/非商用版軟體一律禁止用於商業用途

電腦軟體是智慧財產(電腦程式著作)的一種，使用者必須
在取得一項軟體之使用授權下，始得合法使用該軟體產品。

A為了其單位最新的工程案，需要製作工程圖而委託B公司製作，A之單位使用的繪圖軟體版
本不夠新，A之單位的工程師甲只好請尚在就學中的實習生乙去複製學校提供的工程繪圖軟
體，並於A之單位執行部門安裝該軟體，最後製作出工程繪圖，並交付予A。請問A、甲以
及乙的行為是否已經觸法？

著作權第37條第1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
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若踰越授權範圍之使用，屬於「非法重製軟體」行為，即有被著作權人控告侵權使用之風險，將衍生民刑事以
及法人連帶責任。
※(91Ⅰ)刑事責任：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88Ⅰ)民事責任：故意或過失均負損害賠償責任
※(101Ⅰ)法人刑事連帶責任



著作權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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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為求其公司的活動宣傳影片可以活潑、熱鬧，決定直接剪輯近期熱門電影「蜘蛛
人-新宇宙」的片段加入影片當中，請問A是否可剪輯部分電影片段直接放入宣傳影
片嗎?

引用或改作他人創作影片，與使用篇幅多廣無關，只要未經授權就有違法可能

授權不明確就是沒授權1
◆ 改作重製的權利屬於著作財產權人
◆ 未被明確授權使用時，相當於完全沒授權
◆ 引用需指示來源/出處

合理使用不是免死金牌，
實務上仍有其判斷標準

2



專利法及營業秘密之交錯8
A公司的研發團隊近期研發出一項新的有助於消化與睡眠的菌種，名為「NT60」，正當公司
行銷團隊正在討論應如何保護這個新研發的項目時，公司研發高層即決定將此新菌種拿去申
請專利權，行銷團隊眼見此情況覺得十分苦惱，因該團隊本打算建議高層將該菌種做為營業
秘密保護。
請問，A公司的新菌種可以同時用專利跟營業秘密保護嗎?

1.專利有保護期限，期限一到即必須強制公開
2.營業秘密沒有保護期限，但要符合法規規範的營業祕密定義必須符合三要件：
「秘密性、經濟性、合理保密措施」，缺一不可。

用營業秘密保護?1 申請專利權保護?2



感謝聆聽！

2024/11/18



Q&A時間

2024/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