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提升產學研智權能量服務

2. 專利商標趨勢分析

3. 發明展與發明創作獎助

4. 解決授權爭議與釋疑

5. 專業人員培訓

6. 智慧財產權推廣

促進產業智慧財產創造與應用
化無形為有形，讓我們一起共創智財價值

重點業務

● 以多元輔導方式強化精準健康研究計畫之專利布局

● 完成「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轉型綠色製造之專利技術參考手冊」

● 推動淨零排放專利商標趨勢分析

● 協助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之醫療器材廠商提升專利布局與專利品質

● 協助鋼鐵產業廠商進行碳中和技術之專利布局與開發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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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智慧財產創造與應用伍

1. 提升產學研智權能量服務

隨著全球宣告 2050 年淨零排放，產業除了投入創新研發、培育人才、智財權保護政策，

還須面臨減碳的挑戰。本局全力協助企業強化智權策略布局及商品化應用，並強化中小企業

和新創企業支援措施，協助產業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進行淨零排放等專利商標趨勢分析，

培育智財專業人才，維護我國的關鍵優勢。

提升本國智權能量與價值

 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明會

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明

會強調「主動、討論、客製化」，

主動接洽企業，並開放產、學、

研報名，提供專利說明書解讀、

專利檢索等實務課程，提升產

業創新、保護及運用智慧財產

權的能力。111 年共為 7 家企業

辦理 12 場次說明會，計 133 人

次參加。

 以多元輔導方式強化精準健康研究計畫之專利布局

本局主動參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臨床資料庫與 AI 之跨域開發及加值應用計

畫」，旨在應用國內臨床資料庫，透過與具

AI 科技發展能量之產業界進行跨域加值合作

發揮綜效，促進我國智慧醫療產業之發展。

本局透過實體及線上直播課程、視訊訪

談、專利布局客製化輔導等多種措施，協助

精準健康研究團隊進行專利布局。所有團隊

均順利通過國科會「專利布局」評核，於我

國共申請逾 20 件發明專利，並至美國及中國

大陸布局。本局更分析各項輔導措施效益，

作為未來於其他研究計畫合作輔導專利布局

之參考。

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明會

以多元輔導方式強化精準健康研究計畫之專利布局



61

伍

促
進
產
業
智
慧
財
產
創
造
與
應
用

智慧財產局年報

2  22

針對導入 AI 技術之醫療器材廠商進行客製化案例式

諮詢服務

本局審查人員赴鋼鐵產業廠商提供客製化專利布局

分析與諮詢

 完成「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轉型綠色製造之專利技術參考手冊」

為協助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廠商進行綠色技術研發轉型，本局選擇 10 家具代表性半導體

供應鏈廠商，蒐集其綠色製造機台之專利技術及案例並彙編成手冊，藉由案例報導方式說

明其綠色製造機台發展的現況及趨勢，作為國內半導體供應鏈相關領域廠商發展綠色技術

之參考。

本參考手冊除了公布於本局網站及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PSS）的「綠色技術專區」，

同時本局派員至台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會（TOSIA）宣導及交流意見。

 產官雙向學習交流

本局針對醫療器材產業導入 AI 輔助判讀或診斷之廠商，進行「醫療產業導入 AI 之客製

化諮詢服務」專案計畫，依據其產品性質，提供精進專利品質課程及客製化案例式諮詢服

務，並針對廠商已取得之專利，結合醫學影像導入 AI 相關專利議題設計模擬案例，讓廠商

更容易理解可據以實現審查原則，提升其未來專利品質及布局。

此外，為協助國內鋼鐵產業廠商進行碳中和技術之專利布局與開發，本局以 Derwent 
Innovation 專利資料庫，針對各國鋼鐵高爐及電弧爐的碳中和專利技術，分為「高爐之低碳

技術」、「製程中產物回收利用技術」及「碳捕捉、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等技術主

題，整理分析 2012 至 2021 年的專利趨勢，挑選具代表性的案例，研析各國鋼鐵業如何減

少碳排放，為國內鋼鐵產業廠商提供客製化之專利布局分析與諮詢服務。

 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

為帶動各界深耕產業分析與專利布局，本局邀請國內企業、學研機構、智財事務所參

與「2022 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以政府推動之特定策略性產業

或領域為競賽主軸，提供國內切磋交流的機會，強調專利檢索及布局策略引導創新智財應

用，聚焦聯結產業競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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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競賽共計 62 個團

隊報名參賽，參賽團隊須

完成「專利檢索」及「產

業分析」教育訓練課程，

並運用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GPSS）完成產業專利分

析與布局競賽報告。期望透

過本競賽，提供產學研各界

一個專利布局與產業分析交

流平台，開創產學合作契

機，帶動企業深耕產業分析

與專利布局。

 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專區

本局建置「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專區」，公布每年獲獎參賽團隊名單及其成果報

告，提供國內相關產業參考運用，以掌握全球關鍵技術及前瞻技術研發，強化企業策略布

局運用，深耕產學專利布局人才。

 全球專利檢索與策略分析說明會

111 年辦理北中南 4 場次「全球專利檢索與策略分析」說明會，課程著重於全球專利檢

索系統（GPSS）進階功能與檢索技巧的介紹，搭配實際案例的實機演練，介紹專利策略分

析方法，協助企業應用於專利布局，共計 178 人次參加，廣獲參加人員好評。

 深化重點產業智權知識運用

為深化產業研發人員專利知能，協助產業技術創新或市場布局時可兼顧重視智財保護，

以節能減碳與碳中和、半導體、應用生技、醫療器材、光電相關企業為主要輔導對象，輔

導 27 家企業導入專利知識平台，並辦理 18 場宣導推廣課程，平均滿意度達 98.4%。

此外，產業專利知識平台持續提供多元化智財資訊，更新 15 國智財制度資訊、智權知

識問答集、國際研發創新技術資源報告等，協助企業全球市場布局與研發創新。

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專區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04_web/patentanalysis.aspx

產業專利知識平台

https://ipkm.tipo.gov.tw/

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成果發表

2022 年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

https://gpss.tipo.gov.tw/gpsskm/competition2022/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04_web/patentanalysis.aspx
https://ipkm.tipo.gov.tw/
https://gpss.tipo.gov.tw/gpsskm/competition2022/


63

伍

促
進
產
業
智
慧
財
產
創
造
與
應
用

智慧財產局年報

2  22

中小企業支援措施

 協助中小企業提升智權能量

各地服務處為增進中小企業之智慧

財產權觀念、提升其研發創新能力，針

對在地 5 家中小企業，辦理免費的客製

化宣導課程，主題涵蓋專利制度及專利

申請實務、商標申請實務與相關法規及

營業秘密簡介等，共計 38 人次參與，

獲得企業高度評價。

 中小企業 IP 專區

「中小企業 IP 專區」平台以情境式互動問答方式，呈現中小企業可能遇到之智財問題、

我國相關輔導措施或專案，並提供全文檢索功能，便利中小企業在研發到專利商品化過程

發生困難時，快速找到資源與服務窗口。

 專利免費授權資訊專區

匯集業界開放專利免費授權之訊息，供相關技術領域之新創企業及一般大眾參考利用。

新創企業支援措施

 新創事業申請專利及商標註冊宣導說明會

為協助新創事業提升智慧財產權

保護的概念及瞭解申請專利商標的注

意事項，於行政院新創基地及林口亞灣

新創園，舉辦 6 場次新創事業申請專

利及商標註冊宣導說明會，以及「新創

產業著作權一點通」、「面對搶註商標

的布局策略」進階課程，提供學員互動

提問，有助於廠商獲得正確的智慧財產

權資訊。

中小企業 IP 專區

https://pcm.tipo.gov.tw/SME/index.html 

臺中服務處赴中小企業進行專利制度及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簡介宣導

新創事業申請專利及商標註冊宣導說明會

https://pcm.tipo.gov.tw/S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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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線上一對一 IP 諮詢輔導會議

與林口亞灣新創園及行政院新創基地合作，每月辦理線上新創企業面臨智慧財產問題

之個別諮詢輔導會議，採預約申請制，每人每次諮詢時間為 30 分鐘，自 3 月起共舉辦 8 場

次，對 12 家企業提供客製化諮詢服務，有助即時解決新創企業面臨的實務問題。

 辦理「元宇宙衍生的商標議題」宣導課程

為提升新創公司對於元宇宙相關

的智慧財產保護意識，本局配合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9 月分別於亞灣新創園、

林口新創園辦理「創新創業法制人才培

訓課程―『智』霸元宇宙！虛擬世界商

標攻略」課程及「創新創業法制人才

培訓課程―攻略虛擬世界！元宇宙與

NFT 教戰守則」課程，輔導並鼓勵新

創業者懂得如何在元宇宙中運用及保

護其商標權。

協助政府強化學研機構研發品質

為促進我國創新或研究發展成果之流通運用，本局配合「創新研究發展計畫智慧財產

營運策略推動辦法」，於政府資助達一定金額或比例之創新研發計畫，提供智慧財產布局

分析，並於 107 年完成「財團法人專業機構執行評估智慧財產布局分析報告資格認定作業

要點」及相關配套措施。

此外，本局自 108 年起配合經濟部技術處「創新研究發展計畫」，針對全額資助達

三千萬以上之法人科專計畫，提供智財布局分析，審查研發成果是否取得智慧財產保護；

並於 109 年起配合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針對總金額一億元以上

且政府資助不超過全案總經費 50% 之業界科專計畫，提供智財布局意見。

產業專利商品化知識教育宣導

持續充實專利商品化教育宣導網站內容，定期報導最新技術專利趨勢分析，技轉經驗

分享及商品化成功案例，提供創新能源技術—離岸風電、綠氫技術專利分析、WIPO 發布

2022 年全球創新指數等時事報導，供各界參考運用。網站同時提供個人專利權人登錄專利

技術資訊，並轉介資訊至「臺灣技術交易資訊網」（TWTM），以增加媒合機會。

元宇宙衍生的商標議題宣導課程

專利商品化教育宣導網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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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捕捉技術專利趨勢分析研究

隨著減緩氣候變遷的意識逐漸提高，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策略總說明」，並將「碳捕捉、利用及封存（CCUS）」列為十二項關

鍵戰略之一。為了協助業界了解 CCUS 技術的全球專利布局，本局完成「國際碳捕捉技術

專利趨勢分析研究」報告。

本報告參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建立之綠色目錄及合作專利分類號（CPC）

中相關分類與關鍵字，利用 Derwent Innovation 蒐集各國相關專利資料，整理分析 2021 年

12 月底以前公開／公告案件中 CCUS 相關技術領域的專利趨勢。另針對石化、電力、冶金、

水泥等四個高排碳產業，篩選具參考性之案例並整理研析，提供各界作為研發參考。

天然氣伴隨氫能技術之專利分析

由於燃燒化石能源釋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加劇地球的氣候危機，為了阻止全球持續增

溫，近年來許多國家紛紛加入減碳的行列。另一方面，由於氫氣燃燒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及

碳排放，因此，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美國、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地區）或組

織正積極推展氫能政策，以推動國家能源轉型。

本局委託專利檢索中心完成本報告，蒐集前述國家（地區）或組織中與天然氣製氫技

術相關的 2,235 件專利技術文獻進行分析，從專利申請趨勢、國家／地區、專利申請人及

技術與功效等面向，研析天然氣製氫技術之專利布局趨勢。

碳循環技術中的碳氧化物觸媒反應器專利布局分析

因應國際淨零趨勢，落實淨零排放目標，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可在二氧化碳

的捕獲與封存之基礎上加入再利用，進而實現循環經濟。以產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及一氧化

碳作為原料，透過催化反應技術，高效轉化合成具經濟價值的化學品原料及儲能化學品（如

甲烷、甲醇等）。

2. 專利商標趨勢分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1 年補助「專利檢索創新增值服務計畫」研發成果

https://www.psc.org.tw/TC/news_inner.aspx?id=168&chk=bc3f3675-cfff-41a9-ac00-f177c018f4f1

https://www.psc.org.tw/TC/news_inner.aspx?id=168&chk=bc3f3675-cfff-41a9-ac00-f177c018f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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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委託專利檢索中心完成本報告，蒐集美國、日本、歐洲、中國大陸、南韓、臺灣

及歐盟等 7 個專利局／組織中與碳氧化物觸媒技術相關的 2,031 件專利申請，從專利申請

趨勢、國家／地區、專利申請人及技術與功效等面向，研析碳氧化物觸媒技術之專利布局

趨勢。

臺灣綠商標分析地圖

參考歐盟綠商標研究報告中綠色商品或服務之 9 大群組分類，整理分析 110 年註冊申

請案核收約 10 萬件商標申請案，於 8 月完成「臺灣綠商標分析地圖」，約有 900 個尼斯商

品或服務被認定為「綠色」，涵蓋「能源產品」、「運輸」、「節約能源」、「再利用 / 回

收利用」、「污染控制」、「廢棄物管理」、「農業」、「環保意識」及「氣候變遷」等 9
大領域，探討目前國內產業綠商標註冊申請案件趨勢，並公告於本局「淨零排放智財資訊」

專區，供產業界參考運用。

元宇宙概念相關技術分析報告

有鑑於元宇宙概念之興起，將帶動延展實境（XR）、數位服務平台及互聯網等產業科

技蓬勃發展，為幫助外界迅速掌握元宇宙核心技術內容，本報告以使用者體驗為中心解析

元宇宙相關技術趨勢，分為表象裝置、實虛架接之基礎實體建設、現行元宇宙（使用平台、

電腦視覺）、元宇宙經濟體系（區塊鏈）、回到現實面（虛擬實境運動病與法律衝擊）等

五大架構主題，蒐集 2021 年以前之元宇宙相關專利計 10 萬 7 千件專利家族進行趨勢分析，

並精選重要專利 32 篇加以解析，提供元宇宙之核心技術及專利最新發展趨勢，並針對元宇

宙專利申請及審查重點提出建議，以供外界產業參考運用。

化合物半導體功率元件之產業專利分析

化合物（寬能隙）半導體已成為未來各大產業發展舉足輕重的關鍵要件，其中不可或

卻的便是碳化矽（SiC）、氮化鎵（GaN）功率元件，台灣具有全球高度發展的半導體製造

產業，其豐富的半導體製造經驗可作為後盾，未來在化合物半導體GaN、SiC功率元件製造、

應用產業上將有許多發展的可能。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1 年補助「專利檢索創新增值服務計畫」研發成果

https://www.psc.org.tw/TC/news_inner.aspx?id=168&chk=bc3f3675-cfff-41a9-ac00-f177c018f4f1

https://www.psc.org.tw/TC/news_inner.aspx?id=168&chk=bc3f3675-cfff-41a9-ac00-f177c018f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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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局透過此產業專利分析報告，闡述 GaN、SiC 功率元件與矽基半導體功率元

件之差異，未來扮演的角色，並以化合物半導體之 GaN、SiC 功率元件為分析目標進行專

利及技術發展趨勢分析、

核心專利判讀、國家別產

業應用判讀分析、產業應

用判讀分析等，提供國內

產業相關技術布局概況

與未來發展方向建議之

參考，以利國內產業了解

技術整體發展趨勢，搶攻

化合物半導體功率元件

新藍海商機。

無人機之智慧飛控技術趨勢分析

近年商用無人機崛起，舉凡運輸、農牧、搜救巡檢及國防等產業，都可以看到無人機

的身影，應用領域相當廣泛，在智慧無人機產業我國最大的利基點是 ICT 產業及半導體產

業發達，包括控制、微處理及影像處理晶片、攝影鏡頭組裝等，上中下游供應鏈完善，在

研發成本管控、系統整合具有優勢可作為後盾，而無人機產業領域其中不可或缺的便是智

慧飛控技術。

為此本局針對無人機產業，介紹無人機國內外產業發展概況，並以無人機的智慧飛控

技術做為分析目標，進行專利及技術發展趨勢分析、核心專利判讀、國家別產業應用判讀

分析、產業應用判讀分析等，期望透過本專利布局分析報告，提供國內產業相關技術布局

概況與未來發展方向建議之參考，以利國內產業了解技術整體發展趨勢。

碳化矽（SiC）、氮化鎵（GaN）功率元件關鍵專利布局領域

無人機之智慧飛控技術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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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2022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以實虛整合方式舉辦，實體展於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假台北

世貿一館辦理，線上展於 10 月 11 日至 20 日互動展出，靜態展出至 112 年 3 月 10 日止。

參展單位來自全球 20 個國家，超過 440 家廠商，展出近 1,200 項發明專利及創新技術。

展覽期間同步舉行發明競賽，吸引知名企業及本國學研機構報名，國內外共 516 件作

品參賽，評選出鉑金獎 14 件、金牌 89 件、銀牌 92 件及銅牌 115 件，共 310 件得獎作品，

並舉辦頒獎典禮，表揚得獎人。

此外，111 年為豐富獎項內容及增加得獎者榮耀感，特別增設企業特別獎，鴻海科技集

團率先響應參與本次活動，於展期組成智財小組，以秘密客方式進行評選，共選出 5 件得獎

作品，頒發鴻海特別獎獎狀予得獎人。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3. 發明展與發明創作獎助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https://www.tipo.gov.tw/tw/np-38-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np-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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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明創作獎

111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甄選首

次採紙本及線上電子化併行報名，

共計 519 件作品參選，合格件數

459 件，其中參選發明獎 382 件，

創作獎77件，選出發明獎26件（6
金、20 銀）及創作獎 17 件（6 金、

11 銀），發出獎助金總計新臺幣

870 萬元。得獎作品涵蓋「光電液

晶」、「資通訊」、「生技醫藥」、

「醫工材料」、「智慧機械」及「循

環經濟」等產業並期望藉由國家

獎項的肯定，促進專利商品化及

產業化，使創新研發成果轉化為

經濟效益。

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補助

為鼓勵發明創新精神與拓展國際交易商機，補助國人出國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因應

疫情影響，修正「著名國際發明展得獎人申請補助款注意事項」，得獎人參加線上國際發

明展得申請報名費補助。111 年補助歐洲地區 4 個著名國際發明展得獎人機票等經費計 83
人次，共補助 3,088,430 元。

舉辦「發明新星」特展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

共同辦理「國家發明創作獎」得獎

作品徵集與捐贈，於 6 月 24 日簽

署合作備忘錄，並結合該館教育宣

傳資源舉行「發明新星」特展，推

廣國家發明創作獎的創新發明理

念，展覽期間參觀人次達 10,233
人，各項滿意度超過 89%。

「發明新星」特展

國家發明創作獎得獎名單公告

國家發明創作獎

https://www.tipo.gov.tw/tw/np-26-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np-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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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解決著作權授權爭議

111 年受理民眾申請著作權爭議調解案 10 件，包括音樂著作授權使用報酬爭議以及疑

似侵權事件爭議調解等。

運用視訊設備提供民眾智慧財產權疑義諮詢

各地服務處協助中小企業透過

視訊設備，針對其營運過程中可能

遭遇與智慧財產相關的問題，以會

診型式進行 IP 聯合門診。111 年企

業提出有關智財保護途徑及商標檢

索近似性之判斷等疑問，由本局專

業人員以視訊方式為其解惑，方便

又快速，獲得企業的好評。

4. 解決授權爭議與釋疑

5. 專業人員培訓

臺南服務處協助中小企業進行 IP 聯合門診

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為養成企業所需智財專業實務人才，辦理智慧財產培訓課程共 17 班次，共計培訓 762
人次，其中特別挑選 12 班別製作非同步線上課程，以滿足遠距授課之需求。此外，開辦「不

同產業及技術領域深耕課程」及「實務實作課程暨能力認證」高階課程，參訓學員均表示

非常滿意，對於提升實務工作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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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人次統計表 

課程名稱
參訓人數 

（含非同步線上人次）

智財能力認證基礎班
（17 班次）

智慧財產基礎班 * 39
專利法規班 * 62
商標法規班 * 59
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撰寫實作班 * 61
商標檢索及分析班 * 69
商標申請註冊實務班 * 60
專利檢索班 * 38
商標相關國際規範及法規班 * 84
專利分析班 * 45
商標爭議實務班 * 77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班 * 33
專利程序審查及專利權管理班 * 26
智慧財產基礎班（臺南班） 10

不同產業及技術領域深耕課程
專利訴訟攻防實務班 27
營業秘密保護及管理班（臺中班） 20

實務實作暨能力認證 -- 專利盡職調查班（1 班次） 10
與司法院合辦「智慧財產專業研習班」 42
合計 762

註：* 表示有製作非同步線上課程

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

為推動智財實務專業認證制度，縮短學用落差，7 至 8 月辦理專利類及商標類能力認證

考試，其中專利類計 252 人次報考，34 人次通過取得證書申請資格，商標類計 671 人次報

考，120 人次通過取得證書申請資格。

智慧財產能力認證考試係測驗欲從事智慧財產人員相關工作者應具備的基礎能力，考

試內容貼近實務運作。「智慧財產人員―專利類」部分，「專利技術工程類」及「專利檢

索分析與加值運用類」二項能力認證證書已被採認納入「財團法人專業機構執行評估智慧

財產布局分析報告資格認定作業要點」，通過本認證之專業人才，有較高之機會進入企業

界及實務界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

此外，通過「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考試―商標類」之專業人才，不僅有較高之機會

進入企業界及實務界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亦可符合商標法修正草案，有關商標代理

人應經商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之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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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凡經專利師考試及格者，為增加其實務經驗，依規定須完成職前訓練，訓練內容以實

務課程為主，以協助新進專利師儘速熟悉專利業務。111 年專利師職前訓練於 2 月開課，受

訓學員 52 位全數通過。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執業期間，應每 2 年參加專利師專業有關之進

修最低 12 小時，以維護申請人權益，提升專利代理服務品質。

6. 智慧財產權推廣

法令與業務宣導

 專利法令

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之下，111 年度「專利法令說明會」以線上方式辦理，會中就「擴

大視訊面詢精進方案」做相關說明，參與情形熱烈，共計 242 人次參加，各項滿意度皆達

八成以上。

本局持續推動設計與文創產業的智慧財產權服務，特別洽商國立故宮博物院，5 月於故

宮北院及南院合辦 2 場次「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權服務及綜合座談會」，邀請故宮博物院

等單位和本局共同與談，主題包含「設計專利」、「商標」、「著作權」及「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4 大議題，同步臉書直播，與會者發言討論踴躍。

111 年度「專利法令線上說明會」 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權服務及綜合座談會

文創產業之智慧財產權服務及綜合座談會

https://www.tipo.gov.tw/tw/cp-884-910553-824d7-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884-910553-824d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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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令

4月辦理1場次線上說明會，以「青

年新創不可不知／從各產業別角度看申

請商標如何指定商品及服務」為主題，

協助建立青年創業應重視品牌及商標權

正確觀念，並強化產業申請商標指定商

品及服務的策略分析。

 著作權推廣

為使各界對利用網路所涉及之著作

權觀念有更深入之瞭解，辦理線上宣導

說明會與著作權推廣工作坊共 11 場。

另分別以視訊及實體方式辦理「政府

機關常見著作權問題宣導說明會」4 場

次，提升公務員著作權觀念。

派遣「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講

師至各公司、學校舉辦智慧財產權法令

說明會共 114 場次，並結合大學生及劇

團擔任「校園智慧學堂特派員」，深入

60 所中小學推廣智慧財產權觀念。

為 推 廣 網 路 著 作 權 觀 念， 於 自

有 Podcast 頻 道 製 播 10 集 節 目， 於

Apple、Google、Spotify、SoundOn
及 KKBOX 等五大平台播出，並邀請知

名法律類 Podcast 主持人及網路知名

人物（KOL）合作錄製；持續經營著作

權臉書粉絲團，提供文宣及回應民眾疑

問。此外亦運用電視、廣播、數位看板

（LCD）等電子媒體，推廣智慧財產權

觀念。

蒐集常見著作權問題，編製「網友

常見著作權 Q&A 案例集」電子宣導手

冊，刊載於本局網頁供外界參考運用。

商標法令說明會

「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場次

「校園智慧學堂」新北市龜山國小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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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秘密保護推廣

9 月及 10 月舉辦 3 場「企業強化營業秘密保護機制研討會」，針對「營業秘密合理保

密措施」、「營業秘密案件偵查實務」、「從實務案例談強化公司營業秘密管理之道」、「營

業秘密案件報案 SOP」等議題，進行

實務經驗分享，協助企業建立完善之

營業秘密保護制度。

此外，首次針對法人機構及大專

院校舉辦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 2
場次，宣導營業秘密法制、實務案例

及保護策略等，協助其強化營業秘密

之保護及管理。

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

8 月以線上直播方式舉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就「專利法修法最新動態」、「專利

面詢措施介紹」、「否定進步性要件 - 簡單變更之案例分享」、「淨零排放智財資訊介紹」、

「元宇宙衍生商標議題介紹」及「專利商標業務小提醒」進行專題報告，使各界瞭解本局

最新業務發展，共計 474 人參加，與會者滿意度達 99%。

大專院校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

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

111 年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

https://www.tipo.gov.tw/tw/cp-69-913015-b6165-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69-913015-b61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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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慶祝活動

世界智慧財產權日

「2022 世界智慧財產權日（World IP Day）慶祝活動」主題為「智慧財產權與青年：為

更美好的未來而創新」，因應今年活動主題辦理「翻轉青年：創意專利寫手獎」、「校園智

慧學堂特派員培訓營」等活動，並於本局臉書舉辦有獎徵答暨宣傳活動。另外與智慧財產培

訓學院合作，結合臺大、中興、成大三校資源，分別於北、中、南辦理 2022 年「世界智慧

財產權日研討座談會」3 場次，由大學向年輕族群擴散，讓社會大眾認識智慧財產權日。

在地化服務

為加強在地民眾之智慧財產權觀念，各地服務處每週提供免費課程，介紹專利及商標

申請實務、中小企業 IP 專區及檢索系統等主題，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多加利用。

世界智慧財產權日

https://www.tipo.gov.tw/tw/np-864-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np-8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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