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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海關執行商標權益保護措施實施辦法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9 月 15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財政部 ＞ 關務目

列印時間：111/04/12 10:30

本辦法依商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商標權人認進出口貨物有侵害其商標權之虞時，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海關

申請提示保護。

1

前項所稱提示保護，指商標權人在商標權期間內，向海關提示相關保護

資料，經海關登錄智慧財產權資料庫之機制。

2

商標權人申請提示保護，應以一商標註冊號數為一申請案，檢具申請書

及下列資料向海關為之：

1

一、足供海關辨認真品及侵權物特徵之文字說明。

二、足供海關辨認真品及侵權物特徵之影像電子檔（例如真品、仿品或

真仿品對照之照片或型錄等），且影像內容應為經註冊指定使用之

商品項目。

三、商標權證明文件。

四、聯絡方式資訊。

前項申請如經受理，海關應通知申請人；如不受理，應敘明理由通知申

請人。

2

海關核准之提示保護期間，為自核准之日起至商標權期間屆滿日止。1

商標權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延展註冊者，商標權人得檢具延展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延長提示保護期間至延展後之商標權期間屆滿日止。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海關得提前終止提示保護期間：

一、海關依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資訊，未能與商標權人或其代理人取

得聯繫。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之商標權人，與代理人解除合約或

有其他使代理關係消滅之事由，未符合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委任代

理人規定。

商標權人檢舉特定進出口貨物侵害其商標權時，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海關

為之：

1

一、侵權事實及足以辨認侵權物品之說明，並以電子檔案提供確認侵權

物品之資料（例如真品、仿品之貨樣、照片、型錄或圖片等）。

二、進出口廠商名稱、貨名、進出口口岸及日期、航機或船舶航次、貨

櫃號碼、貨物存放地點等相關具體資料。

三、商標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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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接獲檢舉時，應研判檢舉內容是否具體，如經受理，應通知商標權

人；如不受理，應敘明理由通知商標權人。

2

海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進出口貨物顯有侵害商標權之虞，應通知商標

權人及進出口人。

1

商標權人及進出口人自接獲前項通知之時起，依下列程序辦理：2

一、空運出口貨物，商標權人應於四小時內；空運進口及海運進出口貨

物，商標權人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至海關辦公處所或海關核可平

臺，確認進行侵權與否之認定，並於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或於海

關核可平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提出侵權與否事證。但有正當理

由，無法於期限內提出者，應於該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或於海關核

可平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釋明理由向海關申請延長三個工作日，

且以一次為限。

二、進出口人應於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或於海關核可平臺以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提出無侵權情事之證明文件。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期限

內提出者，應於該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或於海關核可平臺以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釋明理由向海關申請延長三個工作日，且以一次為限。

海關辦理第一項通知，得以言詞、書面、電話、電子郵件或傳真為之，

並製作紀錄附卷。

3

海關辦理第一項通知時，如無法取得商標權人聯絡資料，得請求商標專

責機關協助於一個工作日內提供。

4

商標權人接獲第一項通知後，得於海關核可平臺取得海關緝獲時所拍疑

似侵權貨物之照片檔案，作為判斷是否進行侵權與否認定之參考。但海

關提供之照片檔案，不得作為認定侵權與否之唯一依據。

5

經商標權人依前條認定進出口貨物有侵害商標權情事，並提出侵權事證

時，海關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一、進出口人未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期限內提出無侵權情事之證明

文件，涉有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或第九十七條規定者，應將全案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

二、進出口人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期限內提出無侵權情事之證明文

件者，應即通知商標權人自接獲通知之時起三個工作日內，得依本

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海關先予查扣貨物。

商標權人未於前項第二款規定期限內，申請海關先予查扣，如查無違反

其他通關規定，海關得取具代表性貨樣後，依有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定

辦理。

2

海關執行前二條規定之商標權保護措施，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無違反其

他通關規定者，應依有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定辦理：

一、海關無法與商標權人取得聯繫，或未能於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期限內

取得商標權人聯絡資料，致未能通知商標權人。

二、商標權人未依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期限內至海關辦公處所或海

關核可平臺，確認進行侵權與否之認定。

三、商標權人未依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期限內提出侵權與否事證。

四、進出口貨物經商標權人認定無侵害商標權情事。

依本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檢視查扣物者，應向貨物進出口地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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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為之。

前項檢視，應依海關指定之時間、處所及方法為之。2

海關為前項之指定時，應注意不損及查扣物機密資料之保護。3

商標權人依本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提供相關資料者，應備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貨物進出口地海關為之：

1

一、商標權證明文件。

二、侵權事證。

三、商標權人聲明自海關取得之資料僅限於侵害商標權案件調查及提起

訴訟使用之切結書。

前項申請，經海關審核同意後，得以書面提供進出口人、收發貨人之姓

名或名稱、地址及疑似侵權物品之數量。

2

商標權人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向海關申請調借貨樣，應以進出

口貨物於現場進行侵權認定困難，需調借貨樣進行儀器設備鑑定；或具

特殊原因經海關同意者為限。

1

前項申請應備具申請書，繳交保證金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貨物進出口地海

關為之：

2

一、商標權證明文件。

二、調借人身分證明及授權文件。

三、商標權人聲明調借貨樣不侵害進出口人利益及不使用於不正當用途

之切結書。

貨樣之提取，海關得對相同型號規格貨物取樣一式二件，一件海關拍照

存證後供申請人調借，一件封存海關。

3

商標權人依本辦法所為之申請或檢舉，應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提

出。

1

書面提出者，以書面文件到達海關時間為準。但以掛號郵寄者，以交郵

當日之郵戳為準。

2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提出者，以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之時間為準。3

海關為查核申請人之身分或資格，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等

相關證明文件。

4

商標權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所定相關事項。但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理人辦理之，且代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

1

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檢附載明代理權限之委任書。2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經商標專責機關登記之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

範圍內，得檢附證明文件，以自己名義行使與負擔本辦法所定商標權人

之權利及義務，並排除商標權人及第三人依本辦法為相同之申請。但授

權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本辦法有關申請人資訊、代理人資訊、提示保護真品及侵權物特徵文字

說明、圖像電子檔及其他相關規定事項，如有變更，商標權人應向海關

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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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