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財產權專欄」系列一 

標題：智慧新願景，開創新環境 

 

近年來，知識經濟成為主流價值已是不爭的事實，然繼之而來的商業活動

與交易行為，即以智慧財產為核心的經濟型態呈現，為順應知識商業化、智財化、

資本化潮流及拓展我國際貿易，建構一個「優質的智慧財產權環境」，已是促進

國內產業創新研發，提高產業全球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如此方能使我國企業在國

際舞台上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環顧國際智慧財產權發展趨勢與策略方案，不外

乎鼓勵創新發明、培育研發人才、保護智財權措施、促進智財權交流與市場化，

對照我國當前智財發展策略，本局認為制定適切宏觀的智慧財產權政策，是「開

創我國嶄新的智財權環境」當務之急。 

 

在法制方面，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為使我國智財法規與國際

規範調和並恪盡會員國責任，本局業已完成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等三大法

規修正，今年將再針對著作權法部分條文進行修訂及編修訂專利、商標審查基

準，以健全我國智慧財產權法制作業，並完成國際接軌目標。 

 

在行政方面上，本局為應國內智財權申請數量倍增且為兼顧審查品質，除

擴增內部審查人力，逐年減少外審人員外，並簡化作業流程，以加速案件審查；

另外鑒於美、日、歐、韓均已完成智財權 E化，有關本局「智慧財產權 E網通計

畫」亦已納入行政院六年國發計劃中，預計九十四年完成業務全面電子化服務目

標，提供便捷的智慧財產權電子作業環境，並可與各國智慧財產權機構進行資料

交換及合作。 

 

在智財養成教育上，鑒於智慧財產權管理為一涉及科技、法律及管理之新

興跨領域學門，而目前礙於正規教育體系所能培育的人數有限，本局刻正規劃成

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扮演中央廚房的角色，規劃適切的課程加速大量培訓

具有專利資料檢索、技術移轉、技術鑑價及智財管理專業人才，以應產、官、學、

研各界的需要。 

 

另外，為專責執行查緝侵害智財權案件，於九十二年設置「保護智慧財產

權警察大隊」，統一執行查緝仿冒事權，執行打擊仿冒盜版之任務，根據美國海

關統計資料，我國二○○三全年產品遭美國海關查扣較二○○二年查扣金額大幅

驟減，排名亦由第二名降至十名以外，又盜版率亦降低十個百分點，降幅居全球

之冠，顯示我國在侵權的查緝績效卓著，並獲國際肯定；然面對科技日新月異，

網路無遠弗屆，伴隨仿冒型態不斷改變，犯罪手法越加精進，所衍生的各樣問題

將會更難處理，故未來將側重智財犯罪研究、查緝組織法制化、網路侵權問題等，

提出具體因應對策，以有效積極的作為，以防杜仿冒盜版之發生。 



 

創造良好的智慧財產權環境是一件持續性的工作，也是政府既定的施政目

標；過去因政府與學界、產業界、科研機構的高度合作下，使得國人意識到投入

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為繼續提昇產業再升級，展現我國

在知識產業的競爭能量，本局將在既有基礎上深化法制作業、建構 E化環境、鼓

勵創新研發、落實智財教育，積極建構一個高優質的、無障礙的、全球化的智慧

財產權環境，使企業的揮灑空間更大，讓我國經貿、產業發展更上層樓。 

 

(本文作者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蔡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