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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著作權法第87條、第93條修正案

立法院於108年4月16日三讀通過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著作權法第87條、第

93條修正案。本次專利法修正係為落實法規鬆綁，提升專利審查效能，以利企

業專利布局並促進臺灣工業設計之發展；著作權法則為因應新型態的侵權態樣，

增訂3種視為侵害著作權之行為，科以民刑事責任，以打擊透過機上盒或APP應

用程式，提供民眾連結侵權網站收視非法影音內容之不肖業者。

 

本次專利法修正條文共計17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擴大核准審定後分割之適用範圍及期限

依現行專利法核准審定後分割之規定，限於發明專利初審審定後30日始可分

割，此次放寬發明專利申請案於初審核准審定書或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3個

月內得申請分割；另擴大新型專利亦得適用之。

 

二、提升舉發審查效能

為避免舉發程序中，雙方當事人不斷補提理由、證據或提出更正，因而延宕審

查，修正舉發人應於三個月內補提理由，逾期不予審酌；另亦配套規定舉發案件

審查期間，專利權人得申請更正之期間。

 

三、修正新型得申請更正案之期間及審查方式

新型專利係採形式審查，為避免新型專利權利範圍可事後透過更正任意更動，從

而影響第三人權益，修正新型專利得申請更正之時間點，限於該新型專利有舉發

案件審理中、申請新型技術報告受理中或訴訟案件繫屬中。新型更正案之審查由

目前形式審查改採實體審查。

 

四、設計專利權期限由12年延長為15年

參考工業設計海牙協定之設計專利權期限為15年，強化對設計專利權之保護，

將設計專利權期間由12年延長為15年，以助我國設計產業之發展。

 

五、 解決專利檔案儲存空間不足之困擾

現行專利法規定專利檔案須永久保存，本局已累計保存高達210多萬件檔案，造

成須不斷擴增檔案儲存空間之嚴重問題，爰參考國際規範，將專利檔案修正為分

類定期保存，無保存價值者可定期銷毀，以解決檔案儲存空間不足之困境。

 

有鑑於近年來出現各式新興之數位侵權型態，提供民眾便捷管道至網站收視非法

影音內容，為遏止侵權及促進我國文創與影視音產業之發展，本次著作權法修正

增訂以下3種視為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一、將匯集非法影音網路連結的APP應用程式（俗稱追劇神器）上架到Google

Play商店、Apple Store等平臺或其他網站給民眾下載使用。

 

二、未直接提供電腦程式，而是另以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下載使用電腦

程式，例如：機上盒雖然沒有內建前述的APP應用程式，但卻提供指導或協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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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安裝；或是在機上盒內提供預設路徑，供民眾安裝使用。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可以連結前述電腦程式的設備或器材；如明知銷售的

機上盒可供民眾連結侵權內容而仍繼續販售，亦屬違法行為。

 

構成前述視為侵權之行為人，除需負擔民事損害賠償外，亦將面臨2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著作權法第87條、第93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93 條條文修正後之相關問題

108年第1季智慧財產權申請概況

108年度「智慧活力趴」歡迎踴躍參
加！

2019世界智慧財產權日(World IP
Day)暨專利師節慶祝活動

國家發明創作奬頒獎及得獎作品展示

宣傳活動圓滿落幕

EPO與CEN、CENELEC就標準與專
利進行合作

EUIPO-OECD發布最新仿冒與盜版品
貿易趨勢報告

WIPO公布2018年專利、商標及工業
設計統計數據

美國成立新的全球貿易專案小組，以

保護國家安全和打擊仿冒商品

丹麥政府將強化整合相關機關之聯繫

以查緝仿冒品

德國擬就「維修免責」進行相關法令

修訂

新加坡2019年4月1日開放接受全球各
地產品地理標示之申請

看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的「癌症免
疫療法」，走過20餘年商品化長路

本庶佑博士研究產出專利布局成果介

紹

小辭典─癌症免疫療法(cancer
immunotherapy/immuno-oncology)

審查設計專利非依個人主觀認定，而

係以客觀之引證資料為依據

「商標使用」並沒有使用規模的法定

要求，少量的交易也是商標使用

販賣知名角色造型蛋糕，是否會侵害

著作權？

不具侵權故意或過失實施他人專利權

之行為，仍有構成不當得利之可能

108年第1季智慧財產權申請概況

108年第1季，三種專利整體申請17,243件，較上年同期略減2%，其中設計專利增加2%，連續3季正成長。商標註冊申請

19,475件，減少4%。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件數與上年同期相當，外國人在設計專利則有較大幅度的成長。發明專利申請人

方面，友達及阿里巴巴分居本外國申請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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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申請，本國人4,067件，申請件數與上年同期持平；外國人申請7,236件，略減1%。設計專利申請1,984件，成長

2%，主要來自於法國申請件數增加，其他主要國家如日本及美國等，亦呈現正成長所致。

 

本國發明專利申請前十大法人中，友達申請187件最多，台積電（163件）及宏碁（96件）分居第二、三位。友達申請件數

自106年第2季以來，已連續8季呈現快速成長。

 

外國人發明專利申請以日本3,669件最高。外國法人發明專利申請前三大為阿里巴巴（267件）、高通（142件）及富士軟

片（118件），其中，阿里巴巴成長251%，件數及成長率均為外國人之首。

商標註冊申請19,475件，較上年同期減少4%。本國人申請14,004件，外國人5,471件，均較上年同期減少；本國人件數略

減2%，外國人則因日本及美國等主要國家申請件數減少而下滑8%。

 

外國人商標申請前五大國家(地區)中，以中國大陸1,331件最高，日本（1,102件）及美國（879件）分居第二、三位；亞洲

國家(地區)占其中4席，在我國布局相對積極。

 

  108年第1季智慧財產權申請概況

108年度「智慧活力趴」歡迎踴躍參加！

智慧局將於108年6月2日(星期日)下午1點至5點，在臺北市華山文創園區之華山劇場舉辦「智慧活力趴」活動！

 

本次活動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主題，透過野餐派對、遊戲攤位結合競賽活動，讓民眾透過互動遊戲認識智慧財產權，

完成遊戲除可獲贈精美好禮外，還有機會再抽大獎！現場將有精彩的歌舞、魔術互動表演及風箏彩繪DIY等多項老少咸宜

的體驗活動，也會邀請臺北市政府吉祥物熊讚到場同樂，此外另設有主題背板供民眾拍照，及打卡領取小點心等活動，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

 

  活動詳情請密切注意FB「原創我挺你」粉絲團

2019世界智慧財產權日 (World IP Day)暨專利師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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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4月26日是「世界智慧財產權日（World IP Day）」，自2001年起，

世界許多國家在這一天都會配合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公布的年度主

題，以貼近日常生活的方式舉辦各類型的慶祝活動，促使人們對創新發明、

環保及智慧財產權更加認識並給予尊重。今(2019)年智慧財產權日的活動主

題為「Reach for Gold:IP and Sports(奮力奪金：智慧財產權與體育)」。

 

本局為與國際同步慶祝世界智慧財產權日，結合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美國

電影協會等民間團體於4月25日假臺北小巨蛋舉辦座談會，4月26日亦為我國

專利師節，本局與專利師公會邀請體育界相關代表就智慧財產保護對體育產業的研發製造及運動選手之影響與重要性進行

討論，體育產業如何以創新為策略，加強智慧財產權之建構與布局，並藉以宣導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吸引逾149

位民眾參與。

國家發明創作奬頒獎及得獎作品展示宣傳活動圓滿落幕

本局於4月26日下午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國家發明創作獎頒獎及

得獎作品展示宣傳活動」，由洪局長頒獎給41件「107年國家發明創作獎」

的優良專利作品得獎人，表揚得獎人對於研發創新的卓越貢獻，並展示得獎

作品，共有得獎人、媒體記者等約164人參加此一盛會。

 

洪局長致詞表示，今年的得獎作品涵蓋光電液晶、資通訊、生技醫療、醫材

醫工、智慧機械等領域，本次得獎作品多已達到專利商品化，並深具市場潛

力與龐大商機，藉由專利的商品化及產業化，促成創新保護的經濟效益。

 

除頒獎表揚外，活動中也特別邀請獲得發明獎金牌之「類胡蘿蔔素的醫藥組合物」及創作獎金牌之「嫁接輔助機具」2件

專利作品得獎人分享發明的心路歷程、增進產品應用廣度及未來如何創造市場商機等之經驗。

 

另為能促進得獎作品後續的商品化，特別於現場辦理得獎作品展示宣傳，並邀請非凡電視、經濟日報、工商時報等媒體記

者出席採訪報導，向各界推介得獎作品，增加曝光度，從而吸引國內外的投資目光，促進得獎作品專利商品化與產業化。

 

「107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各項精彩的得獎專利作品將於9月26日至28日「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之「智慧局傑出發明

館」中展出，屆時歡迎有興趣廠商、民眾前往參觀。

EPO與CEN、CENELEC就標準與專利進行合作

2019年3月18日歐洲專利局(EPO)公布，已與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和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簽署一份瞭解

備忘錄(MoU)，以加強他們對於歐洲及其他地區業界和利害相關人在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SEP)領域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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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三方間首次簽署MoU，將共同致力擴展有關標準化與專利間關係的知識，其目的是要藉由推動技術標準-包括相關專

利技術-的散播，來支援不同技術領域的SEP發明人、創新者、研究人員和業界；該協議補強了EPO、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TSI)和歐盟委員會之間在該領域的既有合作。

 

EPO局長António Campinos表示，該協議將有助EPO提供發明人和創新企業在其技術領域中利用標準和專利的情形，與標

準化組織合作對於因應標準與專利之間關係所帶來的挑戰至為重要，將有助於確保專利制度藉由增加SEP的透明性，持續

為企業維護一個具競爭性的創新環境，並提升專利品質。

 

CEN和CENELEC秘書長Elena Santiago Cid表示，CEN和CENELEC積極支持歐洲創新社群，希望有效融入歐洲標準化體

系，因此在2018年提出「創新計畫(Innovation Plan)」，以滿足快速將研究成果推向市場的需求，透過與EPO的合作，將

有助於實現計畫中提出的目標，共同支持歐洲經濟在全球知識經濟中更具競爭力。

 

由於在比較傳統的技術領域中，資訊與通信技術(ICT)相關技術越來越常使用到，ICT標準及實施標準必要的專利變得日益

重要。

 

  EPO與CEN、CENELEC就標準與專利進行合作

EUIPO-OECD發布最新仿冒與盜版品貿易趨勢報告

歐盟智慧財產局(EUIPO)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16年共同合作，發布第一份仿冒與盜版商品貿易趨勢報告，

內容是根據2011年至2013年海關查緝和國際貿易的數據統計，今(2019)年3月18日EUIPO和OECD再度發布新版仿冒與盜

版商品貿易趨勢報告，係根據更新到2016年的數據，蒐集國際貿易統計及各國海關緝獲侵權產品數據，範圍包括所有侵犯

商標、設計或專利的實體仿冒品，以及侵犯著作權的實體盜版品，但不包括國境內生產和消費的仿冒品，或透過網路傳輸

的線上盜版品。

 

報告中主要發現：

一、2016年全球仿冒和盜版商品貿易量達5,090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的3.3%。

二、前一次EUIPO-OECD報告中，2013年全球仿冒和盜版商品貿易量4,610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2.5%，顯示2013-

2016年間全球仿冒和盜版商品銷售總額持續增長。

三、2016年輸銷歐盟的仿冒和盜版商品達1,340億美元，占歐盟進口量的6.8%，2013年則占歐盟進口量的5%。

四、在現今全球貿易總量逐漸放緩的情況下，全球仿冒和盜版商品的增長，無疑是對創新驅動的全球經濟構成巨大潛在風

險。

五、2016年受仿冒和盜版商品影響最大的國家為美國，查獲的仿冒和盜版商品占24%，其次是法國(16.6%)、義大利

(15.1%)、瑞士(11.2%)及德國(9.3%)。

六、越來越多在新加坡和香港等高所得、非成員國地區註冊的公司，也逐漸成為仿冒和盜版的目標。

七、查獲的各類仿冒品中，占比最高的產品依序為鞋類、服裝、皮件、電子設備、手錶、醫療設備、香水、玩具、珠寶和

藥品等。

八、中國大陸和香港仍然是仿冒和盜版商品的主要來源地。

 

  EUIPO-OECD發布最新仿冒與盜版品貿易趨勢報告

  報告全文

https://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9/20190318.html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journalId=5031024&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trends_in_trade_in_counterfeit_and_pirated_goods/trends_in_trade_in_counterfeit_and_pirated_goods_en.pdf


WIPO公布2018年專利、商標及工業設計統計數據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3月19日公布最新統計數據，2018年全球專利申請人透過向WIPO提出的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申請案中，超過一半是來自亞洲，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及南韓皆有顯著成長，凸顯

創新活動正由西向東轉移。

 

2018年WIPO受理的PCT案超過25萬件，創下歷史新高紀錄，比2017年成長3.9%。WIPO的馬德里體系(Madrid System)受

理6萬1,200件國際註冊商標申請，成長6.4%。WIPO的海牙體系(Hague System)受理5,404件工業設計申請，成長3.7%。相

關PCT案、商標及工業設計申請概況如下：

 

一、PCT案

(一) 2018年美國總共申請5萬6,142件PCT案，其次是中國大陸(5萬3,345件)、日本(4萬9,702件)、德國(1萬9,883件)及南韓

(1萬7,014件)等。

(二) 中國大陸華為公司擁有最多PCT案申請，計5,405件，其次是日本三菱電機(2,812件)、美國Intel公司(2,499件)、美國

高通公司(2,404件)及中國大陸中興通訊(2,080件)等。

(三) 前十名申請人中，有6家來自亞洲，2家來自歐洲，以及2家來自美國。

(四) 在專利申請技術領域中，數位通訊取代電腦技術，成為專利數量最多的領域，占8.6%，接著是電機、設備及能源

(7%)、醫療技術(6.7%)及運輸(4.6%)等。

(五) 前十名技術中，運輸(+11.3%)、數位通訊(+10.1%)及半導體(+9.8%)是成長率最高的領域。

 

二、商標

(一) 2018年美國的國際註冊商標申請總數計8,825件，其次是德國(7,495件)、中國大陸(6,900件)、法國(4,490件)及瑞士

(3,364件)等。

(二) 瑞士諾華集團擁有最多商標申請，計174件，其次是法國歐萊雅集團(169件)，德國戴姆勒集團(129件)、美國蘋果公司

(87件)及德國漢高集團(86件)。

(三) 前十名申請人中，有6家歐洲公司，3家亞洲公司，以及1家美國公司。

(四) 在國際註冊商標申請類別中，電腦及電子類別最多，占10.1%，其次是商業服務(8%)及技術服務(6.7%)。成長最快的

類別是技術服務(+13.8%)及清潔製劑(+12.9%)等。

 

三、工業設計

(一) 2018年，工業設計申請總數達5,404件，成長3.7%，其中包括1萬9,296項的外觀設計，略減少0.7%。

(二) 德國擁有最多的外觀設計，計3,964項，其次是瑞士(2,510項)、南韓(1,547項)、法國(1,454項)及荷蘭(1,382項)等。前

十大中，荷蘭(+71.3%)和日本(+52.6%)成長最多，而美國(-22.2%)則下跌最多。

 

  WIPO公布2018年專利、商標及工業設計統計數據

美國成立新的全球貿易專案小組，以保護國家安全和打擊仿冒商品

美國國土安全部最近於底特律新成立以保護國家安全和打擊仿冒商品為宗旨的全球貿易專案小組（the Global Trade Task

Force，GTTF），以作為國內其他相關調查業務之標竿，並表示GTTF由其所屬機關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s Homeland Security，ICE）調查單位主導，結合海關暨邊境保護署、緝毒局、工

業暨安全局及食品藥物管理局刑事調查辦公室等機關之調查、攔截、監管及許可發放業務。

 

全球貿易專案小組的主要任務為打擊以下類型的非法商業行為：

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9/article_0004.html


1. 販賣仿冒商品、不合格或受汙染的商品，尤其是會構成公共健康或安全上的威脅如藥物、藥妝品、汽車、航太工業、鐵

路交通、重工業等產品，及環境犯罪。

2. 白領犯罪（financially-motivated fraud schemes），如剝奪政府收入、損害企業或權利人，或破壞金融機構秩序。

3. 非法出口美國軍用產品、敏感性兩用技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化學、生物性、輻射性及核能材料。

 

GTTF將聯合強而有力的進出口管制及調查之相關單位共同打擊違法活動，其首先針對經由底特律地區的快遞、鐵路和集

中檢查站設施進出美國的貨物查緝行動，一週內即查獲價值超過100萬美元的仿冒商品和處方藥，包括網路資料收發器模

組、電子菸、手錶及智慧型手機。

 

  美國成立新的全球貿易專案小組，以保護國家安全和打擊仿冒商品

丹麥政府將強化整合相關機關之聯繫以查緝仿冒品

丹麥專利暨商標局（DPTO）近日引述OECD及歐盟智慧財產局（EUIPO）的1份報告，指出近年全球仿冒品貿易額占全球

貿易總額的比重已較以往2.5%上升至3.3%，交易金額高達約5,100億美元，仿冒品大宗為鞋類、化妝品、汽車零件及食品

等，主要來自中國大陸、香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土耳其等國。

 

DPTO主管表示，仿冒品生產者往往以劣質原料生產品質較差的產品，不僅對社會、企業帶來損害，亦可能傷害消費者的

健康，因此該局將整合丹麥12個機關，包括海關、文化部、食品藥物管理局、國家警察局、糧食局、標準技術管理局及外

交部等單位，加強聯繫以查緝仿冒品；此外，該局已設立專屬丹麥文及英文兩種語言版本網站，教育消費者有關仿冒品的

危害及分辨仿冒品等基本常識。

 

丹麥工業總會（DI）顧問表示，生產仿冒品可視為反社會活動，主要係受部分消費者喜愛採購廉價品的行為所鼓舞，該總

會支持教育消費者，增進大眾瞭解購買仿冒品對個人及周遭環境可能帶來的危害。

 

  丹麥政府將強化整合相關機關之聯繫以查緝仿冒品

  丹麥有關仿冒品危害及分辨仿冒品之英文版教育官網

德國擬就「維修免責」進行相關法令修訂

依歐盟DIRECTIVE 98/71/EC，在特定的前提下，產品整體或部分外觀得受保護，前提為其設計須於國內主管機關註冊。

而透過設計專利權的保護，原廠車商對具可視性，屬碰撞件之保險桿、車燈、車身鈑件、車用玻璃等車身外觀零組件擁有

絕對訂價優勢，造成市場壟斷。該項指令納入德國設計保護法(Act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另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 6/2002）第110條第1項規定，針對用於構成「複雜產品

（complex product）」之「零件（component part）」設計，如果該設計落入第19條第1項權利人排他權範圍之使用，且

該使用是為了維修該複雜產品並復原「原始外觀（original appearance）」，則該設計不應受到共同體設計之保護。此即

維修免責條款(repair clause)。導入該條款可打破原廠車商對受到設計保護零組件之壟斷，消除市場扭曲，保障消費者權

益。贊成導入者為副廠零組件供應商、保險業者及消費者保護團體，但遭原廠車商反對。德國並未將該條款轉化為國內

法。

https://www.strtrade.com/news-publications-import-counterfeit-task-force-CBP-BIS-031419.html
https://www.danskindustri.dk/di-business/arkiv/news/2019/3/oecd-trade-of-counterfeit-goods-on-the-rise/
https://www.jegvaelgeraegte.dk/english/


 

德國目前執政的聯合政府組閣政黨間簽有協議，此項於2018年3月12日簽署之協議，將車用維修零件自由化、提供更多選

擇性及降低價格列為政策目標。德國聯邦法務暨消費者保護部已就增進公平競爭著手草擬法律修正案，目的在於納入維修

免責條款，以增進零件次級市場公平性，讓副廠零組件供應商也可以和原廠車商競爭。

 

  德國擬就「維修免責」進行相關法令修訂

新加坡2019年4月1日開放接受全球各地產品地理標示之申請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POS)於本(2019)年3月29日發布新聞稿表示，該局所屬新成立之地理標示註冊處(Registr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於本年4月1日開始運作，將接受來自全球各地產品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申請。

在新加坡註冊產品GI後，生產和交易商將享有更多保障，消費者亦能依據GI購買來自原產地之正宗產品。

 

新加坡GI保護原先僅及於葡萄酒和蒸餾酒，地理標示註冊處成立後會將GI保護擴及農產品與食品，如奶酪、醃製肉類。此

外，當產品從新加坡進出口時，已註冊GI的生產商及交易商將能要求海關扣留疑似侵權的產品。

 

繼歐洲議會於本年2月13日同意歐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EUSFTA)後，新成立之地理標示註冊處將根據EUSFTA之簽署

分階段實施更高程度的保護。

 

  新加坡2019年4月1日開放接受全球各地產品地理標誌之申請

看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的「癌症免疫療法」，走過20餘年商品化長路

2018年諾貝爾醫學獎，由美國「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博士」和日本「本庶佑(Tasuku Honjo)博士」以「發現抑制負

性免疫調節之癌症療法」(discovery of cancer therapy by inhibition of negative immune regulation)共同獲得諾貝爾醫學

獎殊榮。

 

在亞洲，諾貝爾獎得主甚少，本庶佑博士以「癌症免疫療法」研究獲獎，成為第五個獲得醫學獎的日本人，而其研發成

果，也成功與日本小野藥品工業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小野製藥)及美國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以下簡稱：BMS)合作，完成抗癌新藥—Opdivo之商品化，並在美國連拿16張藥物許可證(下稱藥證)，不僅為生

技產業帶來全新的抗癌發展契機，也是科學研究商品化的典範。

 

一、本庶佑博士介紹

本庶佑博士1942年出生於京都，秉承父志進入京都大學醫學部就讀，此時值生命科技與遺傳學興盛發展階段，本庶佑博士

本於對DNA、基因遺傳等知識的高度興趣，於1975年完成了京都大學博士學位，攻讀學位期間，通過了醫師國考，同期

1971-1973年期間，赴美從事胚胎學(embryology)相關研究，開啟了對於免疫抗體研究的興趣，自此致力於遺傳學及免疫

抗體的各項研究。

 

1992年，其研究團隊無意間在「免疫系統」的T細胞膜上發現了一種免疫抑制分子「PD-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成為癌症免疫治療的先驅，22年之後，應用該項研究的新藥Opdivo上市，為癌症治療開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reparatur-pflege-wartung/reparatur-rueckruf/kfz-ersatzteile-guenstiger-designschutz/
https://www.ipos.gov.sg/media-events/press-releases/ViewDetails/singapore-ready-to-accept-worldwide-applications-for-registration-of-geographical-indications/


啟了全新的里程碑。

 

二、PD-1抗癌免疫療法介紹

那PD-1又是什麼呢？在一般健康的人體中，免疫系統並沒有啟動的必要，若是免疫系統啟動，反會造成身體的損傷，而

PD-1便是抑制免疫系統的因子。這個存在人體中的免疫系統抑制因子，在1992年本庶佑博士的研究中意外地被發現，在後

續的10年陸續研究，也證實了免疫細胞上存有大量的PD-1，它會引起免疫細胞凋亡，屬免疫系統的煞車裝置，以防止正常

的人體被免疫系統反噬。2000年本庶佑博士研究團隊又發現，癌細胞上存有PD-1的配體(ligand)PD-L1及PD-L2，一旦與

PD-1結合，就會啟動PD-1的煞車機制，抑制免疫系統運作，讓免疫細胞無法偵測到癌細胞，停止對癌細胞的攻擊，因此

若能阻絕PD-1與PD-L1及PD-L2之結合，免疫系統便可發揮正常功效，對抗癌細胞的異常增生。

 

三、漫漫商品化長路

上述機制，在2002年的相關動物實驗中獲得了證實，這對研究團隊而言，雖是一項令人振奮的消息，但囿於研究經費限

制，且在專利申請上又經驗有限，因此本庶佑博士向外尋求日本小野製藥支持，說服其研發、生產可供人體使用的PD-1抑

制劑—Opdivo以治療癌症病患，雙方並聯手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地申請專利；但新藥研發、臨床實驗等商品化過程需要

龐大的資金支持，這項抗癌新藥發展之路並不順遂，2002年的小野製藥遍尋不著合作伙伴，免疫療法概念也無法說服醫院

協助進行臨床實驗。直到美國Medarex藥廠表達共同研發之意願，此創新的免疫療法才又露出商品化的曙光。

 

到了2006年，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雖然批准了這項新藥的人體臨床實驗，但臨床實驗進行得並不順利；2009

年，Medarex藥廠為全球知名的BMS收購，自此始在充足資金與資源支持下，美日雙方開始加速研發及專利布局，並展開

50多種癌症的人體臨床實驗，同時，BMS也協助進行與默克藥廠間之專利對抗。2014年，Opdivo終於成功在日本取得藥

證上市，隨後並於1年半內在美國FDA取得7張藥證，迄2018年止，該項抗癌新藥已在美國取得16張藥證，為全球60多個國

家認可使用。

 

這項抗癌新藥的上市，除讓小野製藥解除了經營危機，也再次說明了新藥研發的風險極高，PD-1抑制劑免疫療法，縱被紐

約時報譽為最具商業價值的免疫療法，也需有強而有力的後盾支持；PD-1從發現至其成功在歐盟、日本、美國取得藥證、

上市銷售，計花費了20餘年時間，這可說是藥物漫長商品化之典型實例。

 

  看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的「癌症免疫療法」，如何找到20億美金金援，走過20餘年商品化長路

本庶佑博士研究產出專利布局成果介紹

生技產業的新藥研發過程往往長達10餘年、研發成本高達十數億美金，透過專利提高進入門檻，以保障技術的獨特性、領

先性是不可少的策略。在瞭解本庶佑博士的研究歷程與Opdivo商品化故事後，接著我們來看看本庶佑博士的PD-1研究是

如何進行全球專利布局。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commercial/show/article_detail.aspx?aType=1&Articletype=1&aSn=634


 

在圖1中，我們可看到本庶佑博士自1985年起便有免疫系統相關之研究提出專利申請，需加以說明的是在1985～1994年間

其專利主要以「免疫系統」研究之產出為主；而本庶佑博士與小野製藥間之合作則於PD-1研究前即已展開，表現於專利

上，為1988年兩者聯合申請之「具有免疫激活作用的新型人IL4新型表達載體及其新型轉化體」專利，這項研究可說是雙

方的首次合作。

 

而獲得本屆諾貝爾醫學獎的相關研究主題PD-1，雖為本庶佑博士於1992年所發現，但此研究之相關專利布局卻於1995年2

月方有提出，且為本庶佑與小野製藥所共同申請；而後續相關研究與實驗結果亦陸續於1995～2001年間由二者於各國提出

專利申請。

 

2002年7月正式提出「Opdivo」藥物之專利申請，並在2003、2004年兩個年度分別有9件、15件專利產出，顯示該技術自

2002年布局後，開始在全球各國提出大量申請案，其相關之專利，至今仍有延續性之專利產出；進一步觀察其專利布局重

點，2002年、2003年側重在利用PD-1抑制劑組成物(阻斷PD-1與PD-L1、PD-L2之結合，以釋放遭抑制之免疫力)；

Opdivo於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後，2014年各項專利之申請轉以藥物於各種癌症之應用作為標的。

 

在本庶佑與小野製藥的各項專利申請案中，以2003年提出申請的「抑制由PD-1所誘發的免疫抑制信號之癌症療法」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cancer by inhibiting the immunosuppressive signal induced by PD-1,美國專利號7595048)，其專

利家族布局最為嚴密，該專利衍生之專利家族自2003年至2017年共有34件，含WIPO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專利

合作條約)專利1件，布局國家達11國，專利引證次數有68次，顯示該篇專利為「Opdivo」藥物之核心專利。

 

從圖2可知，該專利全球布局點集中於美、日、歐三地，其中美國有9件專利布局，除已全數取得美國專利權，迄今亦仍為

有效專利；在日本有7件專利提出申請，其中6件專利已獲證、1件仍在審查中；在歐盟地區共計有16件專利，WIPO PCT

有1件專利，澳大利亞有1件專利提出申請。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7%89%B9%E8%92%90%E7%AC%AC2%E7%AF%87-%E5%9C%961_new2_155.jpg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7%89%B9%E8%92%90%E7%AC%AC2%E7%AF%87-%E5%9C%962_155.jpg


圖2、「Opdivo」藥物專利全球布局概況(美國專利號7595048)

 

而各專利之申請時點可從圖3看出，2003年該專利進行全球性之專利布局，包含美國、日本、WIPO PCT、澳洲各1件，歐

洲各國共12件，顯示本庶佑及小野製藥對於推動免疫系統抗癌療法之決心，此後2009年起，針對各項適應症之研究與臨床

結果，則以美國、日本為布局重心。

圖3、美國專利號7595048專利家族年表圖

 

值得探究的是「Opdivo」藥物之專利布局均由本庶佑博士與小野製藥共同提出申請，而未見BMS身影，經調查，其主要策

略在取得「專利權獨占實施」，並以其龐大資源、豐富之製藥業經驗，協助新藥研究發展與專利布局，並解決專利紛擾，

以期在商品化過程有完整之智權保護其獨占實施。

 

是以，當Opdivo新藥於2011年遭默克藥廠在歐洲、美國提起專利異議時，便由BMS協助進行專利對抗，獲得勝利；2014

年默克藥廠又續在英國提起專利撤回程序時，亦由BMS另於2015年在美國對默克藥廠的Keytruda藥物(用於治療黑色素瘤)

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歷經2年纏訟，終於2017年達成和解，默克為此須支付BMS與小野製藥6.25億美元的一次性賠償金，

並須將Keytruda在2017~2023年全球銷售額的6.5%及2024~2026年全球銷售額的2.5%作為專利授權金，這個結果除為BMS

的勝利，也讓經營身陷危機的小野製藥起死回生。

 

透過本庶佑博士PD-1抑制劑研究與Opdivo商品化的故事，我們可知新藥研發與上市的漫漫長路中，除了研發上的挑戰，

更會遭遇各式不同的考驗，因此需有龐大的資源予以扶持，方能降低業者之研發風險，順利讓有益人類健康福祉的新藥成

功上市。鑑此，我國也將生醫產業列為「5+2產業創新計畫」之一環，期從資金、人才、智財、法規等層面，為生醫產業

建構完整的生態體系，提升創新的效能；而跨部會單一窗口，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也將持續協助生醫產業解決經

營與研發上遭遇之難題，加速提升技術能量，期使我國早日成為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全球重要的生技醫藥技術輸出

國。

小辭典─癌症免疫療法 (cancer immunotherapy/immuno-oncology)

癌症細胞表面常具有能被免疫系統的抗體(antibody)所識別的腫瘤抗原(tumor antigen)，但正常的抗體只會與外來的病原體

(pathogen)結合，而癌症免疫療法則以調製的(modified)免疫療法抗體，使其能與腫瘤抗原結合，以標示出癌細胞，讓免疫

系統得以進一步抑制與攻擊癌細胞。

 

癌症免疫療法，係繼手術、放射、藥物療法後的第四大癌症療法，可望於2020年達5成並持續擴大占比，或有可能於2030

年讓癌症成為只是一種慢性疾病。

 

  諾貝爾獎官網

  本庶佑諾貝爾演講簡報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7%89%B9%E8%92%90%E7%AC%AC2%E7%AF%87-%E5%9C%963_155.jpg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10/advanced-medicineprize2018.pdf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10/honjo-slides.pdf


審查設計專利非依個人主觀認定，而係以客觀之引證資料為依據

原告(系爭專利權人)前於104年1月22日申請設計專利，經被告(智慧局)審查准予專利(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舉發人)以

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2條第1項前段、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事件。案經被告審查，認有違專利法第122條

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為「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經濟部駁回，其仍不服，遂向智

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案經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後，仍駁回原告之訴。

 

爭點：證據２、３可否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

 

就上述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指出：

一、按設計專利的專利權範圍係由「物品」及「外觀」所構成。本件依系爭專利核准公告之圖面，並審酌圖說之設計物品

名稱及物品用途，系爭專利所應用之物品應確定為刨冰用之「冰磚」。且依系爭專利核准公告之圖面，並審酌說明書所載

之創作特點，故系爭專利之外觀應確定為「如附圖一圖面所示各視圖所構成的整體形狀」。

 

二、經查，證據２為公證書，公證內容係Facebook 及YouTube 網站之截圖，證據３為「小風箏超級無敵綿綿雪花冰」之

文章內容截圖。經系爭專利與證據２之物品與外觀比對：系爭專利「雙層雙色同心圓柱體」之主要設計特徵已為證據２所

揭露，且由整體觀之，系爭專利與證據２外觀構成近似，是證據２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２之技藝內容能夠易於思及系爭專利之創作，故證據２...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又經系爭專

利與證據３之物品與外觀比對：系爭專利「雙層雙色同心圓柱體」之主要設計特徵已為證據３所揭露，其同心圓之顏色組

合差異僅為顏色組合之簡易變化，由整體觀之，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依證據３之技藝內容易於思及系爭專

利之創作，故證據３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如上開比對所述，系爭專利與證據２已足使普通消費者產生混

淆、誤認，且系爭專利之整體外觀未產生有別於證據２或證據３之特異視覺效果，故系爭專利為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證據２或證據３之技藝內容所易於思及之創作。

 

三、另，原告主張：蘋果手機及電腦只是把顏色放上去就成為電子裝置的設計專利(D167278)，撥號按鍵也是顯示螢幕圖

形使用者介面(D164805)，都是簡單態樣而被中華民國所承認的專利，系爭專利內部中心是木瓜、外部是牛奶，從外觀上

的視覺感就能讓人知道是木瓜牛奶的設計，給消費者的觀點來看不同於以往的視覺感受，有新穎性。惟，設計專利之審查

並非以個人主觀認定之簡易性與否而作為能否授予專利之依據，而係依專利法所規定之新穎性及創作性等要件，以客觀之

引證資料作依據，審查設計於申請前是否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是否為該

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藝所能易於思及者。本件證據２亦已揭露相同於系爭專利創作特徵

之木瓜牛奶冰磚，...原告主張：二件設計與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外觀並不相同，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證據２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創作性，證據３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從而，原處分所為系爭

專利「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於法並無不合。

 

附圖一：系爭專利



附圖二：證據２

附圖三：證據３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第59號行政判決

「商標使用」並沒有使用規模的法定要求，少量的交易也是商標使用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E7%AC%AC1%E7%AF%87-%E5%9C%961(%E5%B0%88%E5%88%A9%E4%B8%89%E7%B5%84)_155.jpg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E7%AC%AC1%E7%AF%87-%E5%9C%962(%E5%B0%88%E5%88%A9%E4%B8%89%E7%B5%84)_155.jpg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E7%AC%AC1%E7%AF%87-%E5%9C%963(%E5%B0%88%E5%88%A9%E4%B8%89%E7%B5%84)_155.jpg


參加人瑞士商‧歐思藍股份有限公司前以「BENTLEY」商標指定使用於第14

類的「珠寶、手鐲、項鍊、、、」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核准列為註冊

第00718209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原告於104年5月25日以系爭商標有商標

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的情形，申請廢止系爭商標，經被告審查後，認為

系爭商標註冊不應予以廢止。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本件訴

訟。嗣經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結果認為原告請求沒有理由，應該予以駁回，判

決摘要如下：

 

無正當事由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依據申請廢止註冊，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有明文規定

(下稱商標未使用條款)，其立法意旨在於商標因使用而使商標與指定商品或服務產生聯結，所以商標在本質上，使用是維

繫其權利繼續所必要，不應該長期不使用商標，卻一直享有獨占排他使用商標的權利。雖然我國商標法採取註冊主義，不

以商標已使用為註冊要件，但已註冊之商標仍應有使用，才能夠繼續維護其商標權利，倘若商標權人長期不使用商標或怠

於使用，基於公益考量，避免阻礙市場競爭者利用同一商標參與競爭，商標專責機關自應依職權或申請廢止其註冊。不

過，按照同款但書規定，商標權人自己沒有使用，而授權他人使用，且被授權人有使用的話，也應該認為商標權人有使

用，而沒有商標未使用條款的情形。

 

經查系爭商標於100年7月1日授權瑞陶時公司使用，瑞陶時公司曾於100年至104年間銷售使用系爭商標的商品給財聚公司

等廠商，並提出相關授權合約及銷售發票為證。審視參加人提出來的這些證據，其中有於103年9月1日由瑞陶時公司銷售

給翡仕公司所開立的統一發票，銷售品名包括：Bentley珠寶、Bentley戒子、Bentley項鍊、Bentley寶石；另有於103年1

月31日由瑞陶時公司銷售給財聚公司所開立的統一發票，銷售品名包括：Bentley鑽戒、Bentley珠寶、Bentley胸針等多張

發票。由於Bentley與系爭商標「BENTLEY」僅是大小寫的差別，依社會一般通念可認為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認為系爭

商標在申請廢止時往前回溯三年內(101年5月26日至104年5月25日)確實已有使用於多項指定使用商品。而開立統一發票的

瑞陶時公司為參加人的被授權人，這也有參加人所提出的商標使用授權合約書可憑，這表示使用系爭商標的人是參加人的

系爭商標被授權人，依商標未使用條款但書規定，就不適用同條款本文的廢止規定。

 

又商標使用並沒有使用規模的法定要求，商標未使用條款中對於商標使用的要求，是所謂的商標維權使用。商標維權使用

同樣適用商標法第5條規定，只要是基於行銷目的而有將商標用於商品等法定情形，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都

是商標的使用，並沒有說一定要有多大的使用行銷規模，也沒有要求必須是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模式才算是商標的使用，

即使是商標權人或其被授權人與盤商的少量交易，也一樣符合商標法第5條對於商標使用的法律定義。 所以原告說參加人

無法提出其他不同買受人的銷售發票，就質疑其商標使用事實的真實性，可以說在法律上並沒有根據。參加人本來就可以

為維權使用，而與一、兩家特定交易對象，為少量使用商標商品的交易。原告當然可以質疑這樣並不合理，但商標法對於

維權使用的行銷規模、對象確實並沒有規定要求，在立法政策上或可以考慮修法解決，但在法律解釋上，實在難以認為少

量特定的交易就不是商標使用。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62號行政判決

販賣知名角色造型蛋糕，是否會侵害著作權？

丹丹是一名甜點師傅，十分擅長製作各種各樣的造型蛋糕，因為近年來各種超級英雄、公主電影熱賣，於是決定製作這些

電影熱門角色的造型蛋糕，在自己的糕點店販售，這樣會有著作權問題嗎？

 

由於卡通人物造型，只要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且尚在著作權保護期間者(著作人生存期間及其死後50年)，就屬

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而丹丹製作這些角色造型之蛋糕之行為，已涉及「重製」他人之著作，縱其間可能另加入

自己的創意，亦涉及「改作」的行為，而將販售這些造型蛋糕又會涉及「散布」之行為，由於這些權利是著作財產權人專

有的權利，建議丹丹應該要徵得該美術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

https://www.tipo.gov.tw/public/MMO/tipo/%E6%B3%95%E5%BE%8Be%E6%95%99%E5%AE%A4-%E7%AC%AC2%E7%AF%87(%E5%95%86%E6%A8%99%E6%AC%8A%E7%B5%84)_155.jpg


不具侵權故意或過失實施他人專利權之行為，仍有構成不當得利之可能

原告A公司為系爭行李箱專利之專利權人，其起訴主張被告B公司向第三人訂作之行李箱內部採取與系爭專利相同技術特

徵，而B公司將系爭產品作為消費者購買B公司產銷電視之贈品，將消費者取得系爭產品之對價轉移到取得電視商品之對價

中，其性質屬「附條件讓與」，侵害系爭專利，爰依專利法請求損害賠償；又B公司以系爭產品作為贈品吸引消費者，而

受有增加電視銷售量之利益，致原告受有因擁有系爭專利而應歸屬之權益遭侵奪之損害，B公司受有該利益無法律上原

因，爰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請求B公司返還所受利益。

 

B公司則抗辯其僅係無償贈與系爭產品，無實施系爭專利之行為；其訂購系爭產品時，僅檢視產品外觀，並無查看實體內

裝；且其亦非製造或販賣行李箱之業者，不具侵權之故意或過失。又B公司係基於合法有效之買賣契約而訂購取得系爭產

品，其受有電視銷售量之利益，亦係基於與消費者之合法銷售契約，故其受有利益係屬有法律上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

 

智慧財產法院判決B公司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A公司109萬5,848元，見解如下：

 

一、B公司之行為不構成侵權行為

(一)事業以提供折扣或贈品等方式進行促銷活動，以提高消費者購買商品之意願，達到刺激買氣，增加商品銷售量之目

的，實為現今工商市場運作所常見之交易形態，且事業均會精算其成本以及經營效益，故事業所提供之贈品，實質上並非

無償之給付，B公司將系爭產品作為消費者購買電視之贈品，已構成專利法第58條所指「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之實

施專利權之行為。

 

(二)惟A公司並未於相關產品或公司網頁標示專利證書號，B公司亦非A公司競爭同業，難期待被告B公司可以在眾多行李

箱相關之專利權中，逐一查證、比對，故B公司不具侵權之故意或過失，不構成侵權行為。

 

二、B公司行為構成不當得利

(一)系爭專利係有關行李箱內部中間隔板之改良可提昇行李箱之收納功能及使用上的便利性，且依A公司所提出各類行李

箱之售價，足認A公司確因實施系爭專利而提昇其產品之價值，消費者亦須支付較高的價格始可享受有實施系爭專利之行

李箱所帶來之較佳功能及便利性。

 

(二)B公司購買有實施系爭專利結構之行李箱產品，惟並未因此支付較高之價格，其減少支付之價金，即為其所受之利

益，且B公司將系爭產品發送予消費者，減少A公司因實施系爭專利所可獲得之經濟上利益，而使A公司受有損害，B公司

之獲利與A公司之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A公司自得請求B公司返還不當得利。

 

(三)A公司銷售之「CLASSIC FLIGHT」系列行李箱，未實施系爭專利之四輪標準登機箱售價為19,470元，實施系爭專利

後之行李箱售價為21,400元，依此計算，A公司實施系爭專利前後之價差為1,930元（21,400-19,470=1,930元），對於原

來產品整體售價之貢獻度為9.91%（1,930/19,470=9.91%）。

 

(四)被告B公司以每個6,000元之價格，購入系爭產品1,843個，僅就系爭產品之有體物支付對價，對於系爭產品內部使用系

爭專利之技術，並未支付任何對價，被告B公司就系爭專利對行李箱產品價格貢獻度範圍內，即獲有不當得利，該不當得

利金額約為1,095,848元（1,843× 6,000× 9.91％＝1,095,848）。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民事判決



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