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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議程資料 

一、背景說明 

為因應國際間法制變遷之趨勢與我國審查實務之需求，延續

去（107）年啟動之商標修法芻議工作，歸納外界於商標法修正議

題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商標審查品質諮詢會議及商標行政救濟程

序修正諮詢會議等場合所提供之建言，並因應律師法修正草案通

過後，對商標代理行業之衝擊，擬具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修

正 16條；增訂 6條；刪除 10條。 

二、修正要點 

(一) 明定除律師或其他依法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者以外之商標代

理人資格，並授權訂定相關管理辦法之法據。(草案第 6條) 

(二) 明確專責機關以電子方式為送達之授權依據。(草案第 13條) 

(三) 導入商標加速審查機制，回應外界取得商標權利之急迫需

求。(草案第 14條) 

(四) 因應商業主體於市場經營之實際需求，明定本法適格之申請

主體。(草案第 19條第 3項) 

(五) 法規鬆綁；放寬主張優先權之程序要件、申請評定之除斥期

間以及申請廢止之門檻。(草案第 20條第 4項、第 58條第 2

項、第 65條第 1項) 

(六) 明確商標圖樣之部分取得後天識別性或具功能性之權利範

圍。(草案第 29條第 3項、第 30條第 4項) 

(七) 明確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之指示性合理使用、善意先使用等

內涵。(第 36條第 1項第 2、3款及同條第 2項) 

(八) 廢除異議制度，將商標註冊違法性問題統一透過評定制度解

決。(刪除本法第二章第四節異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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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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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

其他程序，得委任商標代

理人辦理之。但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

者，應委任商標代理人辦

理之。 

商標代理人，應在國

內有住所；其以執行商標

代理業務為專業者，應以

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一、律師或其他依法得

執行商標代理業

務。 

二、具備申請商標註

冊、評定或廢止案

件相關事務之專業

知識。 

前項第二款之商標

代理人；其資格之取得、

撤銷、廢止及其他管理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六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

其相關事務，得委任商標

代理人辦理之。但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

所者，應委任商標代理人

辦理之。 

商標代理人應在國

內有住所。 

 

一、第一項修正。商標之相

關 程 序 除 申 請 註 冊

外，尚包括異動、評定

或廢止等其他程序，現

行條文用語易使人誤

會委任事務之範圍，爰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依現行實

務情況，申請人或商標

權 人 為 節 省 程 序 勞

費，多委任商標代理人

代為處理商標事務，然

商標事務具備高度專

業性，代理人除須熟稔

商標相關法規外，對商

標實務運作亦應有相

當程度之理解，尤其涉

及兩造攻防之商標爭

議案件，若無相關專業

知識者，實難期待其能

本於專業知識及職業

倫理，妥善處理商標事

務，達成保護委任人權

益及促進商標案件有

效率進行之目的。 

三、第三項新增。商標代理

人除其他專門職業人

員依法令執行商標代

理業務者外，若具備商

標相關專業知識；其資

格及管理等辦法，授權

由商標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十三條 有關商標之申第十三條 有關商標之申本條修正。隨著科技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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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商標專責機關

之文書送達，亦同。 

前項電子方式之適

用範圍、效力、作業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

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其實施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步，以電子方式傳送文書，

已成為目前之趨勢，現行條

文僅規定得以電子方式對

專責機關為申請及其他程

序，其規範事項並不及於商

標專責機關以電子方式為

文書之送達，並衡酌商標如

爭議案件等其他程序之進

行，通常伴隨通知答辯、陳

述意見等送達程序，為使授

權範圍明確，爰將本條分列

兩項增訂，以資明確。 

第十四條 商標專責機關

對於商標註冊之申請、評

定及廢止案件之審查，應

指定審查人員審查之。 

前項審查人員之資

格，以法律定之。 

第一項案件涉及公

益或有即時取得權利

者，商標專責機關得依職

權或據申請加速審查。 

第十四條 商標專責機關

對於商標註冊之申請、異

議、評定及廢止案件之審

查，應指定審查人員審查

之。 

前項審查人員之資

格，以法律定之。 

 

 

一、第一項修正。配合廢除

異議制度，刪除「異議」

二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新增。因應產業

發展及民眾即時維護

權利之必要，明定個案

涉及公益，如配合國家

政策或舉辦國際性活

動需要（世大運標章之

申請註冊），或民眾有

即時取得權利之必要

（如遭侵權涉訟或商

品上市之需求等），商

標專責機關得依職權

或據申請加速審查之

法據，以符合縮短審查

時間之需求。 

第十九條  申請商標註

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

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

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申請商標註冊，以提

出前項申請書之日為申

第十九條   申請商標註

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

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

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向商

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申請商標註冊，以提

出前項申請書之日為申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第三項新增。依照司法

院釋字第四百八十六

號解釋之意旨，團體雖

不具有權利能力，但其

仍為商標法保護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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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日。 

第一項之申請人，指

自然人、法人、合夥組

織、行政機關、依法設立

登記之非法人團體或依

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

等從事商品製造或提供

服務之業務者。 

商 標 圖 樣 應 以 清

楚、明確、完整、客觀、

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

呈現。 

申請商標註冊，應以

一申請案一商標之方式

為之，並得指定使用於二

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

務。 

前項商品或服務之

分類，於本法施行細則定

之。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

認定，不受前項商品或服

務分類之限制。 

請日。 

商 標 圖 樣 應 以 清

楚、明確、完整、客觀、

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

呈現。 

申請商標註冊，應以

一申請案一商標之方式

為之，並得指定使用於二

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

務。 

前項商品或服務之

分類，於本法施行細則定

之。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

認定，不受前項商品或服

務分類之限制。 

象。復參酌美國商標法

第四十五條，具有訴訟

能力之人即得作為商

標程序之主體，並不以

自然人或法人為限；爰

明定本法適格之申請

主體，除自然人、法人

之外，並得由合夥組

織、行政機關、依法設

立 登 記 之 非 法 人 團

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

記之商業等實際上從

事商品製造或提供服

務之業者提出商標註

冊申請，以資適用。 

三、第四項至第七項，由現

行條文第三項至第六

項移列，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條  在與中華民國

有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

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

員，依法申請註冊之商

標，其申請人於第一次申

請日後六個月內，向中華

民國就該申請同一之部

分或全部商品或服務，以

相同商標申請註冊者，得

主張優先權。 

外國申請人為非世

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民

且其所屬國家與中華民

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

者，如於互惠國或世界貿

第二十條  在與中華民國

有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

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

員，依法申請註冊之商

標，其申請人於第一次申

請日後六個月內，向中華

民國就該申請同一之部

分或全部商品或服務，以

相同商標申請註冊者，得

主張優先權。 

外國申請人為非世

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民

且其所屬國家與中華民

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

者，如於互惠國或世界貿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第四項修正。鑒於目前

國際間商標平均審結

時 間 可 能 短 於 六 個

月，於我國主張優先權

提出申請時，國外首次

申請之案件可能已呈

註冊狀態，實務上可提

供之優先權證明文件

並不以仍在申請狀態

之「申請文件」為限，

為因應國際實務並有

利 於 民 眾 主 張 優 先

權，爰刪除「申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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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組織會員領域內，設有

住所或營業所者，得依前

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依第一項規定主張

優先權者，應於申請註冊

同時聲明，並於申請書載

明下列事項： 

一、第一次申請之申請

日。 

二、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三、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

號。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

後三個月內，檢送經前項

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

員證明受理之文件。 

未 依 第 三 項 第 一

款、第二款或前項規定辦

理者，視為未主張優先

權。 

主張優先權者，其申

請日以優先權日為準。 

主 張 複 數 優 先 權

者，各以其商品或服務所

主張之優先權日為申請

日。 

易組織會員領域內，設有

住所或營業所者，得依前

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依第一項規定主張

優先權者，應於申請註冊

同時聲明，並於申請書載

明下列事項： 

一、第一次申請之申請

日。 

二、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三、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

號。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

後三個月內，檢送經前項

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

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未 依 第 三 項 第 一

款、第二款或前項規定辦

理者，視為未主張優先

權。 

主張優先權者，其申

請日以優先權日為準。 

主 張 複 數 優 先 權

者，各以其商品或服務所

主張之優先權日為申請

日。 

字，以資擴大適用。 

二、第五項至第七項未修

正。 

 

第二十九條  商標有下列

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

得註冊： 

  一、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

或服務之品質、用

途、原料、產地或相

關特性之說明所構

成者。 

  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

務之通用標章或名

稱所構成者。 

第二十九條  商標有下列

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

得註冊： 

一、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

或服務之品質、用

途、原料、產地或相

關特性之說明所構

成者。 

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

務之通用標章或名

稱所構成者。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第三項修正。商標圖樣

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

分，如該部分已經申請

人使用而取得後天識

別性之情形者，無須聲

明不專用，並得排除本

文不得註冊規定之適

用，爰增訂但書規定，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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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

之標識所構成者。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

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

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

標識者，不適用之。 

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

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

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

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

用之列；未為不專用之聲

明者，不得註冊。但該部

分，如經使用已具識別性

者，不在此限。 

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

之標識所構成者。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

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

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

標識者，不適用之。 

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

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

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

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

用之列；未為不專用之聲

明者，不得註冊。 

第三十條  商標有下列情

形之一，不得註冊： 

一、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

之功能所必要者。 

二、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國旗、國徽、國

璽、軍旗、軍徽、印

信、勳章或外國國

旗，或世界貿易組織

會員依巴黎公約第

六條之三第三款所

為 通 知 之 外 國 國

徽、國璽或國家徽章

者。 

三、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

首之肖像或姓名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政府機關或其主

辦展覽會之標章，或

其所發給之褒獎牌

狀者。 

五、相同或近似於國際跨

政府組織或國內外

第三十條  商標有下列情

形之一，不得註冊： 

一、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

之功能所必要者。 

二、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國旗、國徽、國

璽、軍旗、軍徽、印

信、勳章或外國國

旗，或世界貿易組織

會員依巴黎公約第

六條之三第三款所

為 通 知 之 外 國 國

徽、國璽或國家徽章

者。 

三、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

首之肖像或姓名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政府機關或其主

辦展覽會之標章，或

其所發給之褒獎牌

狀者。 

五、相同或近似於國際跨

政府組織或國內外

一、第一項修正： 

(一)第一款至第十二款規

定未修正。 

(二)第十三款考量現在國

人使用「字號」之情形

並不普遍，而「稱號」

為稱呼、稱謂之意，並

可涵括「字號」之意

涵，爰將「字號」修正

為「稱號」。 

(三)第十四款對於著名之

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

名稱之保護，應以有無

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

之虞為要件，且不以商

標中之文字與其特取

名稱完全相同為限，爰

作文字修正，以符合實

際之需求。 

(四)第十五款係以在先權

利為保護對象，且商標

是否侵害著作權、專利

權或其他權利，以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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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且具公益性機

構之徽章、旗幟、其

他徽記、縮寫或名

稱，有致公眾誤認誤

信之虞者。 

六、相同或近似於國內外

用以表明品質管制

或驗證之國家標誌

或印記，且指定使用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者。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 

八、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

品或服務之性質、品

質或產地之虞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或外國之葡萄酒

或 蒸 餾 酒 地 理 標

示，且指定使用於與

葡萄酒或蒸餾酒同

一或類似商品，而該

外國與中華民國簽

訂協定或共同參加

國際條約，或相互承

認葡萄酒或蒸餾酒

地理標示之保護者。 

十、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或類似商品或服

務之註冊商標或申

請在先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但經該註

冊商標或申請在先

之商標所有人同意

申請，且非顯屬不當

者，不在此限。 

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著名且具公益性機

構之徽章、旗幟、其

他徽記、縮寫或名

稱，有致公眾誤認誤

信之虞者。 

六、相同或近似於國內外

用以表明品質管制

或驗證之國家標誌

或印記，且指定使用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者。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 

八、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

品或服務之性質、品

質或產地之虞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

國或外國之葡萄酒

或 蒸 餾 酒 地 理 標

示，且指定使用於與

葡萄酒或蒸餾酒同

一或類似商品，而該

外國與中華民國簽

訂協定或共同參加

國際條約，或相互承

認葡萄酒或蒸餾酒

地理標示之保護者。 

十、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或類似商品或服

務之註冊商標或申

請在先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但經該註

冊商標或申請在先

之商標所有人同意

申請，且非顯屬不當

者，不在此限。 

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時「經判決確定」為適

用前提要件，在審查實

務 上 幾 無 適 用 之 可

能，爰刪除該等文字。

至於商標是否有他人

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

他在先權利，應由主張

權 利 之 人 負 舉 證 責

任，自屬當然。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參考國際

間商標註冊實務，增列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亦

得由政府機關或相關

機構為申請人或取得

其同意申請註冊者，而

不在限制範圍之列，以

資適用。 

四、第四項修正。商標圖樣

中包含功能性部分，依

現行第四項規定係準

用前條第三項聲明不

專用之規定。然商標圖

樣 中 具 功 能 性 之 部

分，依法不得經使用取

得註冊，應非屬商標之

一部分，亦非作為混淆

誤認之虞整體判斷之

部分，爰明定此情形應

以虛線方式呈現，始得

獲准註冊。另具功能性

之部分，不能以虛線方

式呈現者（如非視覺可

感 知 之 聲 音 或 氣 味

等），亦應聲明不屬於

商標之一部分後，始得

獲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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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商標或標章，有

致相關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或有減損著

名商標或標章之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者。但得該商標或標

章之所有人同意申

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先使用於同一或類

似商品或服務之商

標，而申請人因與該

他人間具有契約、地

緣、業務往來或其他

關係，知悉他人商標

存在，意圖仿襲而申

請註冊者。但經其同

意申請註冊者，不在

此限。 

十三、有他人之肖像或著

名之姓名、藝名、筆

名、稱號者。但經其

同意申請註冊者，不

在此限。 

十四、相同或近似於著名

之法人、商號或其他

團體之名稱，有致相

關公眾混淆誤認之

虞者。但經其同意申

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 

十五、有他人之著作權、

專利權或其他在先

權利者。但經其同意

申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一

著名商標或標章，有

致相關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或有減損著

名商標或標章之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者。但得該商標或標

章之所有人同意申

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先使用於同一或類

似商品或服務之商

標，而申請人因與該

他人間具有契約、地

緣、業務往來或其他

關係，知悉他人商標

存在，意圖仿襲而申

請註冊者。但經其同

意申請註冊者，不在

此限。 

十三、有他人之肖像或著

名之姓名、藝名、筆

名、字號者。但經其

同意申請註冊者，不

在此限。 

十四、有著名之法人、商

號或其他團體之名

稱，有致相關公眾混

淆誤認之虞者。但經

其 同 意 申 請 註 冊

者，不在此限。 

十五、商標侵害他人之著

作權、專利權或其他

權利，經判決確定

者。但經其同意申請

註冊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一

款至第十四款所規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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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十四款所規定之地

理標示、著名及先使用之

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九款規

定，於政府機關或相關機

構為申請人或經其同意申

請註冊者，不適用之。 

商標圖樣中包含第一

項第一款之功能性部分，

應以虛線方式呈現；其不

能以虛線方式呈現者，應

聲明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

後，始得予註冊。 

理標示、著名及先使用之

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

款及第九款規定，於政府

機關或相關機構為申請人

時，不適用之。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情

形，準用之。 

第三十六條 下列情形，不

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

拘束： 

一、以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實信用方

法，表示自己之姓

名、名稱，或其商

品或服務之名稱、

形狀、品質、性質、

特性、用途、產地

或其他有關商品或

服務本身之說明，

非作為商標使用

者。 

二、以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實信用方

法，為表示商品或

服務之使用目的，

而有使用他人之商

標用以指示他人之

商品或服務之必

要，且無產生混淆

誤認之虞者。 

三、為發揮商品或服務

第三十六條  下列情形，不

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

拘束： 

一、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

之誠實信用方法，表

示自己之姓名、名

稱，或其商品或服務

之名稱、形狀、品

質、性質、特性、用

途、產地或其他有關

商品或服務本身之

說明，非作為商標使

用者。 

二、為發揮商品或服務功

能所必要者。 

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

日前，善意使用相同

或近似之商標於同

一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者。但以原使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為

限；商標權人並得要

求其附加適當之區

別標示。 

一、第一項修正： 

(一)有關商標合理使用，包

括描述性合理使用及

指示性合理使用兩種

型態。前者「描述性合

理使用」即現行第一款

所規定並非利用他人

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

來源，純粹作為自己商

品 或 服 務 本 身 之 說

明，與商標使用無涉，

而後者「指示性合理使

用」係指第三人以他人

之商標指示該他人（即

商標權人）之商品或服

務，該第三人並非將他

人商標作為自己商標

之使用。此二種合理使

用之性質不同，為資區

別，爰增訂第二款有關

指示性合理使用之適

用情形。 

(二)第三款由現行條文第

二款移列，內容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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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必要者。 

四、在他人商標註冊申

請日前，善意使用

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者。但以

原使用之範圍為

限；商標權人並得

要求其附加適當之

區別標示。 

附有註冊商標之商

品，係由商標權人或經其

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

交易流通者，商標權人不

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

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

後，發生變質、受損、加

工、改造，或有其他正當

事由者，不在此限。 

附有註冊商標之商

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

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

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就

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

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

發生變質、受損，或有其

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

限。 

正。 

(三)第四款由現行條文第

三款移列。鑒於現行但

書所列原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內涵過於狹

隘，易使人產生除此外

概無限制之誤解，進而

影響本法採註冊保護

原則之意旨，爰修正以

原使用之「範圍」為

限；使善意先使用範圍

內包含原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地域、產銷規

模、行銷管道等事項，

由司法實務就個案情

節各別衡量其應受限

制之程度。 

二、第二項但書修正。鑒於

司法實務解釋適用範

圍，包含將非原裝商品

銷售而擅予加工、改造

等情形，為使其適用情

形臻於明確，爰增列「

加工、改造」文字，以

資適用。 

第三十八條 商標圖樣及

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註冊後即不得變更。

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

之減縮，不在此限。 

商標註冊事項之變更

或更正，準用第二十四條

及第二十五條規定。 

註冊商標涉有評定或

廢止案件時，申請分割商

標權或減縮指定使用商品

或服務者，應於處分前為

之。 

第三十八條 商標圖樣及

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註冊後即不得變更。

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

之減縮，不在此限。 

商標註冊事項之變更

或更正，準用第二十四條

及第二十五條規定。 

註冊商標涉有異議、

評定或廢止案件時，申請

分割商標權或減縮指定使

用商品或服務者，應於處

分前為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第三項配合廢除異議制

度，刪除「異議」二字

。 



12 

 

第四節 異議(刪除) 第四節 異議 一、本節刪除，共計九條。 

二、參酌一０七年商標行政

救濟程序修正芻議諮詢

會議，出席學者專家所

提「廢除現行異議制度

，將商標註冊違法性問

題統一透過評定制度解

決」之建言，以精簡商

標爭議程序。 

三、現行商標異議與評定制

度之提起事由相同，況

我國商標於申請階段既

採取全面審查，皆係針

對商標註冊之合法性進

行審查；其作用高度重

疊。在程序發動主體上

，現行評定雖限於「利

害關係人」方能提起，

但認定上僅須「因商標

註冊而影響其權利或利

益之人」即為已足，解

釋適用上幾無不能涵蓋

之情況。此外，本法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修正，

將絕對不得註冊事由放

寬至「任何人」均得提

請評定，而與異議程序

相當，且申請實務亦接

受第三人提出意見書，

以提升商標審查之正確

性，相互配合之下，應

足以有效降低異議申請

之需求。 

第四十八條(刪除)  第四十八條 商標之註冊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

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

情形者，任何人得自商標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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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公告日後三個月

內，向商標專責機關提出

異議。 

前項異議，得就註冊

商標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

或服務為之。 

異議應就每一註冊商

標各別申請之。 

第四十九條(刪除)  第四十九條  提出異議

者，應以異議書載明事實

及理由，並附副本。異議

書如有提出附屬文件

者，副本中應提出。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異

議書送達商標權人限期答

辯；商標權人提出答辯書

者，商標專責機關應將答

辯書送達異議人限期陳述

意見。 

依前項規定提出之答

辯書或陳述意見書有遲滯

程序之虞，或其事證已臻

明確者，商標專責機關得

不通知相對人答辯或陳述

意見，逕行審理。 

本條刪除。 

 

第五十條(刪除) 第五十條  異議商標之註

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一

百零六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

時之規定。 

本條刪除。 

 

第五十一條(刪除) 第五十一條 商標異議案

件，應由未曾審查原案之

審查人員審查之。 

本條刪除。 

 

第五十二條(刪除) 第五十二條 異議程序進

行中，被異議之商標權移

轉者，異議程序不受影

響。 

前項商標權受讓人得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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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承受被異議人之地

位，續行異議程序。 

第五十三條(刪除) 第五十三條 異議人得於

異議審定前，撤回其異

議。 

異議人撤回異議者，

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

證據及同一理由，再提異

議或評定。 

本條刪除。 

 

第五十四條(刪除) 第五十四條 異議案件經

異議成立者，應撤銷其註

冊。 

本條刪除。 

第五十五條(刪除) 第五十五條 前條撤銷之

事由，存在於註冊商標所

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

服務者，得僅就該部分商

品或服務撤銷其註冊。 

本條刪除。 

 

第五十六條(刪除) 第五十六條 經過異議確

定後之註冊商標，任何人

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

證據及同一理由，申請評

定。 

本條刪除。 

第五十七條 商標之註冊

違反第四條、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

情形者，任何人得申請評

定；其違反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九款至第十五款或

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之情形者，利害關係人得

申請評定。 

商標之註冊有前項

之情形者，審查人員得提

請評定。 

前二項之評定應就

每一註冊商標各別申請

或提請之；並得就註冊商

第五十七條 商標之註冊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

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

情形者，利害關係人或審

查人員得申請或提請商

標專責機關評定其註冊。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款

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申

請評定，其據以評定商標

之註冊已滿三年者，應檢

附於申請評定前三年有

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

服務之證據，或其未使用

有正當事由之事證。 

一、第一項修正： 

(一)參酌專利法第七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增列第四條外國人所

屬之國家對我國未提

供相互保護商標之情

形者，得為申請或提請

評定之事由。 

(二)現行商標法中之不得

註冊事由，依其保護對

象主要係社會公益或

特定人私益（如商標權

人、肖像權人等），可

分為絕對不得註冊事

由及相對不得註冊事

由。在前者的情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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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

或服務為之。 

以商標之註冊違反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款

規定，向商標專責機關申

請評定，其據以評定商標

之註冊已滿三年者，應檢

附於申請評定前三年有

使用於據以主張商品或

服務之證據，或其未使用

有正當事由之事證。 

依前項規定提出之

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

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

般商業交易習慣。 

依前項規定提出之

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

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

般商業交易習慣。 

 

般公眾權益均因該違

法註冊而受影響，自應

賦予其對該商標申請

評定之權能；反之，在

後者的情況，則僅限於

因權利或利益與註冊

商標衝突而受影響之

利害關係人方能申請

。現行法架構下，因尚

設有公眾審查之異議

制度，故未於評定階段

對申請主體加以區分

，配合刪除異議制度，

爰放寬申請評定人資

格，以資適用。 

二、第二項新增。由現行第

一項後段移列，規定審

查人員得提請評定。 

二、第三項修正。配合刪除

「異議」專節，參酌現

行條文第六十二條準用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之體例，規定

評定應就每一註冊商標

各別申請之；並得就註

冊商標指定使用之部分

商品或服務為之。 

三、第四項及第五項由現行

第二項及第三項移列，

內容未修正。 

第五十八條 商標之註冊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

五款或第六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

告日後滿五年者，不得申

請或提請評定。 

第五十八條 商標之註冊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

五款或第六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之情形，自註冊公

告日後滿五年者，不得申

請或提請評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衡酌商標

有他人之著作權、專利

權或其他在先權利而產

生衝突者，如認定有侵

害該等權利之事實經確

定時，縱然已逾註冊公

告之日後五年，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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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三十條第一項第九款、第

十一款、第十五款規定之

情形，係屬惡意者，不受

前項期間之限制。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

三十條第一項第九款、第

十一款規定之情形，係屬

惡意者，不受前項期間之

限制。 

人依法即無再使用該商

標之可能，且在他人取

得先權利之後出於惡意

之申請，應不受第一項

五年除斥期間之限制。 

第五十八條之一  利害關

係人對於商標註冊之撤

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

益者，得於商標權當然消

滅後，申請評定。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專利法第七十二條

規定，明定對於商標註

冊之撤銷，有可回復法

律上利益之人，得於商

標權消滅後申請評定之

法據。 

第五十八條之二  申請評

定者，應以評定申請書載

明評定之聲明、事實及理

由、證據，並附副本。評

定申請書如有提出附屬

文件者，副本中應提出。 

前項申請書記載之

評定聲明，應敘明請求撤

銷全部或部分商品或服

務之意旨，如為部分撤銷

之聲明者，並應具體指明

商品或服務名稱。 

評 定 之 事 實 及 理

由，應載明所主張之法條

及具體事實，並敘明理由

與證據間之關係。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

評定申請書送達商標權

人限期答辯；商標權人提

出答辯書者，商標專責機

關應將答辯書送達申請

評定人限期陳述意見。 

依前項規定提出之

答辯書或陳述意見書有

遲滯程序之虞，或其事證

已臻明確者，商標專責機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及專利法第七

十三條關於舉發申請文

件之體例，明定申請評

定者，應以評定申請書

載明評定之聲明、事實

、理由及證據，並附副

本。評定申請書如有提

出附屬文件者，副本中

應提出之規定。 

三、第二項前段明定第一項

申請書記載之評定聲明

，應具體明確，除載明

請求撤銷全部或部分商

品或服務之意旨外；其

為部分撤銷之聲明者，

並應具體指明請求撤銷

之商品或服務名稱，以

特定申請評定之範圍。 

四、第三項規範評定申請書

事實及理由應載明之事

項，以資明確。 

五、第四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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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不通知相對人答辯

或陳述意見，逕行審理。 

條第二項之體例，明定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評定

申請書送達商標權人限

期答辯；商標權人提出

答辯書者，商標專責機

關應將答辯書送達申請

評定人限期陳述意見之

規定。 

六、第五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四十九

條第三項之體例，明定

依第四項規定提出之答

辯書或陳述意見書有遲

滯程序之虞，或其事證

已臻明確者，商標專責

機關得不通知相對人答

辯或陳述意見，逕行審

理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三  申請或

提請評定商標之註冊有

無違法事由，除第一百零

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

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參酌現行條文第六

十二條準用第五十條之

體例，明定申請或提請

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

法事由，應依其註冊公

告時之規定。另第一百

零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以系爭商標註冊時及修

正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

由者，始撤銷其註冊，

有除外規定之必要。 

第五十八條之四  評定程

序進行中，被申請評定之

商標權移轉者，評定程序

不受影響。 

前項商標權受讓人得

聲明承受被申請評定人之

地位，續行評定程序。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五十二

條第一項之體例規定。 

三、第二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之體例規定。 

第五十八條之五  申請評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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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得於評定前，撤回其

評定。但商標權人已提出

答辯者，應經商標權人同

意。 

商標專責機關應將

撤回評定之事實通知商

標權人；自通知送達後十

日內，商標權人未為反對

之表示者，視為同意撤

回。 

二、第一項參酌現行條文第

六十二條準用第五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與專利法

第八十條規定之體例，

明定申請評定人得於評

定前，撤回其評定。但

商標權人已提出答辯者

，應經商標權人同意之

規定。 

三、第二項參酌專利法第八

十條之體例，明定撤回

評定通知及其法律效果

之規定。 

第六十條 評定案件經評

定成立者，應撤銷其註

冊。但不得註冊之情形已

不存在者，經斟酌公益及

當事人利益之衡平，得為

不成立之評定。 

前項撤銷之事由，存

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

之部分商品或服務者，得

僅就該部分商品或服務撤

銷其註冊。 

第六十條 評定案件經評

定成立者，應撤銷其註

冊。但不得註冊之情形已

不存在者，經斟酌公益及

當事人利益之衡平，得為

不成立之評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增訂。參酌現行

條文第六十二條準用第

五十五條之體例，規定

第一項撤銷之事由，存

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

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者

，得僅就該部分商品或

服務撤銷其註冊。 

第六十條之一  商標之註

冊經評定撤銷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未依法提起行政救

濟者。 

二、提起行政救濟經駁

回確定者。 

商標之註冊經評定撤

銷確定者，其商標權之效

力，視為自始不存在。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酌專利法第八

十二條第二項，明定商

標之註冊經評定撤銷後

之確定要件。 

三、第二項參酌專利法第八

十二條第三項，明定商

標之註冊經評定撤銷確

定之商標權效力規定。 

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二條  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

九條至第五十三條及第

五十五條規定，於商標之

本條刪除。配合廢除異議制

度，刪除準用異議規定之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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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準用之。 

第六十五條  商標專責機

關應將廢止申請之情事

通知商標權人，並限期答

辯；商標權人提出答辯書

者，商標專責機關應將答

辯書送達申請人限期陳

述意見。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情形，其答辯通

知經送達者，商標權人應

證明其有使用之事實；屆

期未答辯者，得逕行廢止

其註冊。 

註冊商標有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

形，經廢止其註冊者，原

商標權人於廢止日後三年

內，不得註冊、受讓或被

授權使用與原註冊圖樣相

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其於

商標專責機關處分前，聲

明拋棄商標權者，亦同。 

第六十五條  商標專責機

關應將廢止申請之情事

通知商標權人，並限期答

辯；商標權人提出答辯書

者，商標專責機關應將答

辯書送達申請人限期陳

述意見。但申請人之申請

無具體事證或其主張顯

無理由者，得逕為駁回。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情形，其答辯

通知經送達者，商標權人

應證明其有使用之事

實；屆期未答辯者，得逕

行廢止其註冊。 

註冊商標有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情形，經廢止其註冊者，

原商標權人於廢止日後

三年內，不得註冊、受讓

或被授權使用與原註冊

圖樣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其於商標專責機關

處分前，聲明拋棄商標權

者，亦同。 

一、第一項刪除但書。商標

註冊後，商標權人負有

合法使用其註冊商標之

義務，如經他人申請廢

止，關於申請之事證或

理由是否具體明確，並

非不得補正之事項。為

兼顧廢止申請人程序利

益之維護，有關廢止註

冊之申請，除不合法定

程式不能補正事項外(

如註冊後未滿三年)，依

司法實務見解，申請廢

止他人商標之註冊，只

須提供相當之前提證據

，以釋明其主張為真實

即可。審查上如有必要

，得先行通知補正，於

程序要件齊備後，再依

本文規定，踐行通知商

標權人答辯等程序。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第六十六條  商標註冊後

有無廢止之事由，適用申

請廢止時之規定。 

商標之註冊經處分廢

止確定者，其商標權自申

請或依職權提起廢止之日

後失其效力。 

前項廢止之確定，準

用第六十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 

第六十六條  商標註冊後

有無廢止之事由，適用申

請廢止時之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增訂。按合法行

政處分經廢止後，原則

上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

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

，失其效力；為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本

文所規定。然該條但書

明定，若受益人未履行

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

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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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商標註冊後，商標

權人負有合法使用其註

冊商標之義務，如迄至

他人申請廢止日或審查

人員依職權提起廢止日

，商標權人未能舉證證

明有合法使用其註冊商

標之事實者，即依廢止

程序處理，爰規定商標

註冊經廢止確定後，其

商標權自申請廢止或依

職權提起廢止日之次日

起失效，以資適用。 

三、第三項增訂。關於廢止

商標註冊之確定，其判

斷與修正條文第六十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無殊，

爰為準用之規定，以資

適用。 

第六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第三項、第五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

項、第五十八條之四及第

五十八條之五規定，於廢

止案之審查，準用之。 

以註冊商標有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

請廢止者，準用第五十七

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商標權人依第六十五

條第二項提出使用證據

者，準用第五十七條第五

項規定。 

第六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

規定，於廢止案之審查，

準用之。 

以註冊商標有第六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申請廢止者，準用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 

商標權人依第六十

五條第二項提出使用證

據者，準用第五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 

一、第一項配合廢除異議制

度，將準用條文修正為

修正後評定條文之條次

及項次。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配合第

五十七條項次之調整，

修正準用條文之項次。 

 

第一百零六條  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年五月三十一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受理而尚未處分之異議

第一百零六條  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年五月三十一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受理而尚未處分之異議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二、第二項修正。配合第五

十七條項次之調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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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評定案件，以註冊時及

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均為違法事由為限，始撤

銷其註冊；其程序依修正

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

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

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本法一百年五月三

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受理而尚未處分之

評定案件，不適用第五十

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

規定。 

對本法一百年五月

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註冊之商標、證明標

章及團體標章，於本法修

正施行後提出異議、申請

或提請評定者，以其註冊

時及本法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條文施行

前，已提出之異議案，適

用修正條文施行前之規

定。其經訴願或行政訴訟

撤銷發回者，亦同。 

或評定案件，以註冊時及

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均為違法事由為限，始撤

銷其註冊；其程序依修正

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

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

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本法一百年五月三

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受理而尚未處分之

評定案件，不適用第五十

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

規定。 

對本法一百年五月

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註冊之商標、證明標

章及團體標章，於本法修

正施行後提出異議、申請

或提請評定者，以其註冊

時及本法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 

正條文之項次。 

二、第四項新增。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施行前已提出

之異議案或已經訴願或

行政訴訟撤銷發回者，

應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