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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臺灣因 COVID-19 變異株 Omicron BA.2 本土疫情爆發後，5 月間 2 度單日確診

衝破 9 萬例，使得年度工作計畫的執行，面臨空前的挑戰，為兼顧同仁健康，配合防疫減

少跨區移動等措施，從 4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間，採行居家辦公遠距工作應變措施，最終 111
年年度績效，見證了本局在極端壓力下，不僅順利完成年度工作使命，在鼓勵創新方面，

發明專利申請量及案件審結量，雙雙有亮麗的表現，尤其發明專利申請量（50,242 件）創

10 年來新高。商標申請案（122,320 類），也與前 1 年（123,217 類）同樣維持 20 年來的

高成長。

對於各界關注的審查服務及品質，也有重要進展。因應遠距工作措施，在 111 年首創

跨國就地遠距視訊面詢，開放專利申請人及代理人跨國就地，直接與審查人員進行視訊面

詢；並針對元宇宙、區塊鏈、NFT、AI 及其他創新前瞻技術，提供產業協力面詢，協助企

業早日獲准專利進行布局。

同時，為積極配合減緩全球暖化影響守護氣候行動，設置「淨零排放智財專區」，提

供淨零智財國際動態及提供完整的淨零排放技術檢索式，協助產業進行綠色轉型，也推行

多項產業智權計畫與服務，協助產業加速減碳行動，包括派遣審查人員訪視鋼鐵產業廠商，

協助掌握碳中和技術之專利布局與研發趨勢；提供綠色技術專利及綠商標趨勢分析；在本

局局網新增「淨零排放有關證明標章資訊專區」，以輔導產業取得綠色或環保「證明標章」

認證；「產業申請商標指定商品及服務策略手冊」新增「綠色產業」專章；也完成「國際

著作權集管團體協助音樂產業淨零排放作法分析」報告。這些服務與資訊，期能提供各界

迅速掌握減碳相關技術發展趨勢，藉以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也為保護地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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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聚焦智慧醫療及精準健康產業，針對導入 AI 技術的醫療器材廠商，提供多元

客製化案例諮詢服務及課程，並利用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PSS）平台，舉辦產業專利分析

與布局競賽，鼓勵產學研各界培育專利分析與布局人才；並深入產業聚落，舉辦企業強化

營業秘密保護機制研討會等，協助企業強化營業秘密保護及管理；並完成「國內外商標布

局策略指南」，協助產業精準掌握國內外商標布局策略。

在國際合作與交流方面，我們排除萬難，與印度於 6 月簽署臺印度智慧財產權合作備

忘錄，正式啟動臺印度雙方智權合作。與多國雙邊交流亦持續深化，與歐洲經貿辦事處共

同舉辦 2022 臺歐設計保護研討會，與加拿大召開第 2 屆臺加智慧財產權對話視訊會議，增

進雙方交流與合作。此外，臺日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服務範圍擴大至設計專利案，為

申請人節省時間並簡化跨國申請程序。

111 年對智慧局而言是任務繁重且艱鉅的一年，十分感謝同仁們全力以赴，一起為健全

智慧財產權法制環境而努力，並完成為了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配套之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三法案立法工作，也協助產業智財創新及淨零轉型，拓展

國際智財合作，拿出最好的成果獻給國人。來年在法制方面，仍將持續推動專利商標簡併

救濟層級及兩造對審之修法，以及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審查效能及服務品質方面，

將推動設計專利加速審查機制、臺韓設計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作業，以及網路繳

納規費導入信用卡機制。在協助產業方面，將聚焦協助核心戰略產業智財創新發展，厚實

綠能研發能量，並持續深化雙邊國際交流與合作，為智財保護締造更高價值。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來的路還很長，要做的事還很多。我們將以穩健的步伐勇往

直前，期望未來能形塑更優質的智慧財產權環境，促使各產業國際競爭力再升級，讓臺灣

持續成為全球技術發展的關鍵力量。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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