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9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73 21

本月專題
韓國字體設計之註冊申請及審查實務介紹

韓國字體設計之註冊申請及審查實務介紹

莊彩雪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助理審查官。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壹、前言

貳、字體設計申請及產業概況

參、字體設計的成立要件

肆、字體設計之申請

一、物品類別及設計名稱

二、設計說明及創作特點

三、圖式

伍、字體設計之審查

一、一設計一申請的判斷

二、產業利用性的判斷

三、近似判斷

陸、字體設計權效力

柒、結語



22 110.9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73

本月專題
韓國字體設計之註冊申請及審查實務介紹

摘要

韓國字體設計係將「字體」擬制為「物品」，並在 2004年透過修訂韓國設

計保護法，將其明定為設計保護標的，其所保護的字體設計權效力不及於打字、

排版或印刷等正常過程中使用的字體，及上述使用字體所生產的結果。在符合各

自要件之前提下，字體得同時受韓國設計法及著作權法保護。本文首先針對韓國

字體設計申請及產業概況進行分析，接下來說明其成立要件，並簡單介紹申請及

審查實務。

關鍵字：韓國設計保護法、字體設計、設計專利

　　　　Korean Design Protection Act、Font Design、Design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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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0年代，韓國資訊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對字體需求

大幅增加。為因應時代的改變，韓國智慧財產局（下稱韓國智慧局）於 2004年

透過修訂韓國設計保護法，使保護標的擴大到平面圖形符號的字體設計，不再僅

侷限於物品的外觀。由於我國設計專利尚未將字體設計納入保護標的，期盼透過

韓國字體設計申請概況、字體設計申請及審查實務探討與介紹，一窺韓國字體設

計保護的面貌。

貳、字體設計申請及產業概況

文字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除了促進文化的交流與傳承外，字體的結構與風

格也成為象徵企業文化的同義詞。在 90年代以前，韓國與我國經濟皆以工業為

重，但韓國卻在 1997年因亞洲金融危機，一夕間成為經濟破產的國家。1998年

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決定改以文化立國，開始致力推動該國文創產業的發展，

而造形風格強烈的韓文開始被包裹在產品與流行文化行銷到全世界。

鑒於字體設計在韓國文化輸出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是從字體概念發

想、評估、校正和打樣，字體設計同樣得耗費大量的資金與人力，若無法受到法

律保護，勢將不利於字體設計產業的發展，因此當時韓國政府決心打破設計保護

制度只能保護有體動產的窠臼，自 2004年將字體設計納入設計保護標的。

請參考表 1所示，韓國這 15年來共累積了 2,139件字體設計申請案，其中光

是韓國人申請的字體設計申請案就占了 93%，此外，若依據不同的語言加以分類，

韓文字體約占了總申請案量的 40%1。

1 韓國智慧局 2005年至 2019年年報，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IpInfIpStatApp?c=10
01&catmenu=m04_05_03（最後瀏覽日：2020/10/15）。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IpInfIpStatApp?c=1001&catmenu=m04_05_03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IpInfIpStatApp?c=1001&catmenu=m04_05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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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2019年韓文字體設計申請案量統計表 2

年

申請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計

本國
申請人

10 94 131 62 161 72 148 179 288 183 140 107 134 179 110 1,998(93%)

外國
申請人

2 4 5 0 7 7 3 11 1 9 6 8 32 46 0 141(7%)

小計 12 98 136 62 168 79 151 190 289 192 146 115 166 225 110 2,139
韓文
字體

6 67 46 23 65 40 97 70 90 87 57 56 46 73 29 852(40%)

韓國之所以能累積上千件的字體設計申請案，主因在於企業及地方政府為了

提升自身形象及發展，很願意投入資金聘請設計師開發專屬字體，這些字體可以

讓受眾對象在選擇產品和服務時發揮「打頭陣」的效果。其次，韓國社會大眾已

普遍建立起使用字體的付費觀念，而且透過網路平台購買字體也十分方便，這使

得普遍面臨資本與人力不足的設計師，可透過網路來販售自己研發的字體，目前

韓國境內從事字體的開發、銷售、流通等相關公司超過 60家，韓國曾在 2016至

2018年針對設於首爾、京畿道的 19家字體設計公司進行研究，數據顯示除了 2

家年營業額超過1.35億台幣外，大多數公司的年營業額可落在2,700萬台幣左右 3，

由於上述的字體設計公司大多是中小型企業，因此優質的設計保護制度對它們就

顯得格外重要。

參、字體設計的成立要件

韓國與我國的設計保護制度早期大多是參考日本意匠制度而來，對於設計保

護標的有很嚴格的「物品性」要求，前述「物品」必須是可獨立交易且具有固定

形狀之有體動產，因此未依附於物品的字體將以違反「物品性」而無法成為適格

標的。但是，韓國在 2004年正式將設計保護標的延伸到「字體 4」，其指出「字

體」，係指「用於記錄、顯示或印刷時，具有共同形態特徵的一組字體（包括數字、

2 同前註。
3 韓文博物館，韓文字體產業現狀調查─以數位字體產業為中心，頁 19-25，2019年 12月。
4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設計，指物品 [包含物品之部分（成組設計除外）及字體 ]
之形狀、色彩或其結合，能夠引起視覺美感印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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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符號）。」也就是將「字體」擬制為不具形狀之「物品」，其外觀係為一

種花紋及色彩之結合，且可透過視覺產生美感 5。綜上所述，字體設計必須具備

以下要件始能成為適格標的：

一、用於記錄、顯示或印刷

字體根據其製作目的不同，有強調藝術性和實用性之別，而韓國設計保護法

所保護的字體，除了要具備視覺美感印象外，還必須用於記錄、顯示、印刷等實

用目的。若僅是單純基於審美感而創作的書法，或者僅為了表示公司、產品名稱

等而組合部分文字或符號（例如標誌），將不符韓國設計保護法對於字體之定義 6。

二、具有共同形態特徵

字體係指對一組字體所作的獨特形態設計，且各文字間具有統一和協調感，

而所謂「共同形態特徵」係指每個文字間的形狀、大小、色彩、質感等彼此相似，

因此一組字體若同時參雜「明朝體 7」（圖 1）與「宮書體 8」（圖 2），將因不

具共同型態特徵而不符字體定義。

圖 1　明朝體 圖 2　宮書體

三、一組字體

韓國設計保護法所保護的字體不是指單一文字，而是指集合每個文字所產生

的具有共同特徵之一組字體。

5 韓國智慧局，設計審查基準，頁 83，2020年 3月 1日。
6 同前註，頁 222。
7 類似偏向於印刷風格的「細明體」。
8 類似偏向於毛筆書寫的「標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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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 3為例，圖式內容乍看之下可能無法意會究竟是文字還是符號，但經由

設計說明的解釋，可發現圖 3裡的文字是藉由方形裡的縱線及橫線設計成的一組

英文字母 9。又以圖 4為例，設計說明指出圖式中的文字是透過鏡射才可理解的

韓文字體 10，由於以上字體各自以共同形態特徵形成一組字體，故符合字體定義。

圖 3　 設計註冊第 30-0982088號部分
圖式內容 11

圖 4　 設計註冊第 30-0910457號部
分圖式內容 12

另外，韓國「成組設計」必須由兩個以上的「物品」所構成，且必須屬於韓

國工商能源部令所頒布的構成物品類別，始能作為適格標的 13。考量字體設計僅

是一種花紋及色彩的結合，不屬於有體物（物品），且一組字體也不在成組設計

的構成物品類別表中，故不能以成組設計的形式提出申請。

9 韓國註冊設計第 30-0982088號，公告日：2018年 11月 22日。
10 韓國註冊設計第 30-0910457號，公告日：2017年 6月 16日。
11 同註 9。
12 同註 10。
13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42條、韓國設計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4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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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字體設計之申請

一、物品類別及設計名稱

申請人如欲提出字體設計申請案，應按照韓國工商能源部令記載物品類別及

設計名稱 14。

（一）物品類別

韓國設計申請案的物品類別係依據「國際工業設計分類 15」被歸類在

18-03（印刷活字及字體），不過由於「國際工業設計分類」對於字體設計

的分類過於粗糙，不利檢索與審查作業之進行，因此在韓國工商能源部令

中，又依據不同的語言種類將字體設計區分成 6個次分類（如表 2）16。

表 2　韓國工商能源部令對於字體設計分類區分表 17

順序 群 設計名稱

N1字體

N1-10韓文字體 韓文字體
英文字體
希臘文字體
荷蘭文字體
德文字體
俄文字體
西班牙文字體
阿拉伯文字體
伊朗文字體
義大利文字體
日文字體
漢字
巴基斯坦字體
葡萄牙文字體
法文字體
希伯來文字體

N1-20英文字體

N1-30其他外國文字字體

N1-40數字字體 數字字體

N1-50特殊符號字體 特殊符號字體

N1-60漢字字體 漢字

14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40條第 2項參照。
15 韓國從 2014年 7月開始使用國際工業設計分類（第 10版），2021年 1月發布第 13版本。
16 李鐵鉉，字體設計保護的法律研究，延世大學法學院，頁 88-89，2005年 6月。
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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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名稱

設計名稱之記載，同樣必須按照表 2為之，也就是依據語言別來填

寫設計名稱，例如：韓文字體、英文字體、希臘文字體、荷蘭文字體、

數字字體、特殊符號字體、漢字字體等，以下例示將違反字體設計名稱

的記載原則：

1、 未指定字體名稱者，例如圖式所揭露的是一組韓文字體，但設計名稱

未記載「韓文字體」。

2、 設計名稱非一般公知名稱或冠以交易時名稱，例如記載「細明體」或

「粗黑體」等。

3、 設計名稱與圖式所揭露之一組字體無法對應，例如圖式所揭露的是一

組英文字體，但設計名稱卻寫成「韓文字體」。

二、設計說明及創作特點

設計說明必須記載字體設計是何種語言（例如韓文字體、英文字體等），且

應敘明字體的用途，請參考圖 5，從相關申請實務來看，申請人大多會在此欄位

填寫該字體設計將應用在哪些領域。創作特點則要以簡要方式說明該申請案有別

於先前技藝之特徵所在，原則上以不超過 300字為限 18。

18 韓國設計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5條第 4項之附件 3創作特點欄的記載方法。



110.9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73 29

本月專題
韓國字體設計之註冊申請及審查實務介紹

圖式

指定文字 19 例句 代表字

   

設計說明
1. 這是一個關於韓文字體的設計。
2.  可廣泛用於通訊領域、企業識別系統、印刷品、網頁、行動裝置、
廣告看板、遊戲、網站、公司產品、電子裝置等。

創作特點
本韓文字體包括以下特徵：文字筆畫粗細一致，且每個文字上下
左右相等，從而構成簡潔形狀，並產生原創美感。

圖 5　設計註冊第 30-1052671號部分說明書及圖式內容 20

三、圖式

韓國對於立體物品設計申請案的圖式要求，通常以立體圖和六面視圖來呈現

物品整體外觀，然而，字體屬於平面視覺的花紋及色彩，與立體物品有別，因此

申請人必須依據語言別的不同，提供指定數量之指定文字、例句及代表字 21。

（一）韓文字體

韓文文字結構是由元音和輔音所組成的表音文字，其基礎字共計

11,172個，日常生活用字約 300至 500個。韓國審查基準硬性規定，韓文

19 為便於說明，本文已省略部分【指定文字】。
20 韓國註冊設計第 30-1052671號，公告日：2020年 3月 24日。
21 韓國設計保護法施行細則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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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設計申請案必須揭露指定文字 500個、30個字的例句及能代表韓文

字體結構的 12個代表字（如圖 6），其餘的 501至 11,172個字，申請人

可選擇以參考圖的方式揭露 22。

圖 6　韓文字體申請範例之部分圖式內容 24

（二）英文字體

字體設計申請案若為英文字體者，韓國審查基準規定指定文字包括

26個英文字母的大小寫，例句為兩種大小字級的「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共計 70個字，代表字包括大寫（H、R、S）、

小寫（a、e、g）共計六個字（如圖 7）。

指定文字 23 例句 代表字

22 李鐵鉉，同註 16，頁 92。
23 為便於說明，本文已省略部分【指定文字】。
24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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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文以外的其他外語字體

字體申請案若為英文以外的其他外語字體，申請人要按照英文字體

設計規定的圖式提交相對應的內容。也就是指定字應為外語對應英文的

所有字母，且例句要將英文的 70個字翻譯成對應的外國文字，代表字則

參照英文的代表字，記載最能體現該外語字體特徵的文字 26。圖 8為阿拉

伯文字字體設計之示例圖。

指定文字 例句 代表字

   

圖 7　英文字體申請範例之部分圖式內容 25

25 同註 21。
26 韓國智慧局，同註 5，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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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文字 例句 代表字

   

指定文字 例句 代表字

   

圖 8　阿拉伯文字字體設計之部分圖式內容 27

（四）數字字體

字體申請案若為數字，指定文字和例句皆為 0~10共計 11個數字，

代表字則有 6個數字，如圖 9所示。

圖 9　數字字體申請範例之圖式內容 28

27 韓國註冊設計第 30-0736076號，公告日：2014年 3月 21日。
28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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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符號

考慮到特殊符號開發的實際情況，韓國智慧局在 120個特殊符號選

定 16個使用頻率較高、在電腦鍵盤上容易輸入且最能呈現點線特徵的特

殊符號作為指定文字和例句，再從這 16個符號中選出較具特徵的 6個代

表字 29，如圖 10所示。申請人若有揭露其他特殊記號的揭露需求時，應

以「指定文字 1」、「指定文字 2」、「指定文字 3」依序表示。

指定文字 例句圖 代表字

   

圖 10　特殊符號字體申請範例之圖式內容 30

（六）漢字

字體申請案若為漢字，則是以中等教育用漢字中的 900個字作為指

定文字，例句是參考朝鮮世宗大王所頒布的「訓民正音」部分內文而來，

共計52個字，代表字是以最能彰顯漢字對稱、非對稱等結構特徵的12字，

如圖 11所示。

29 李鐵鉉，同註 16，頁 93。
30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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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畫字體

圖畫字體係由不具資訊傳達能力的圖案所構成，在判斷字體設計申

請案是否為圖畫字體時，韓國智慧局會以「例句」所揭露之文字是否能

以語言的方式閱讀為準。申請人應參考制式規定（例如韓文或英文字體）

於指定文字、例句及代表文字揭露圖畫字體，並且要在設計說明欄上記

載該圖畫字體相對應的文字和創作理念，例如圖 12是將韓文解構成個別

圖案的一組圖畫字體。

指定文字 31 例句 代表字

   

圖 11　漢字字體申請範例之部分圖式內容 32

31 為便於說明，本文已省略部分【指定文字】。
32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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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字體設計之審查

韓國對於註冊設計權的取得兼採「部分實體審查制」與「實體審查制」，「部

分實體審查制」主要是針對產品週期較短之流行性商品 34，僅審查產業利用性，

以及毋庸檢索即可判斷屬於國內、外廣為人知的外觀，至於新穎性及創作性等其

他事由則不予審查 35。「實體審查制」做法與我國雷同，亦即必須審查產業利用

性 36、新穎性 37及創作性 38等要件，目前字體設計採行的是「實體審查制」，惟

韓國對於字體設計的創作性審查探討不多，故本文僅就一設計一申請、產業利用

性與新穎性的近似判斷加以說明。

圖 12　圖畫字體的「例句」33

33 圖片來源：韓國智慧局，同註 5，頁 227。
34 第 1類（食品）、第 2類（服飾以及服飾用品）、第 3類（其他類未列入的旅行用品、箱子、洋
傘和個人用品）、第 5類（紡織品、人造和天然材料片材類）、第 9類（用於商品運輸或裝卸的
包裝和容器）、第 11類（裝飾品）及第 19類（文具用品、辦公設備、藝術家用品與教學材料）
下之物品。韓國工商能源部令第 391號，2020年 8月 28日部分修改，2020年 9月 1日施行。

35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62條。
36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33條第 1項。
37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33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
38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33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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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設計一申請的判斷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40條規定：「設計註冊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此原

則在字體設計的審查操作，係指不論是韓文字體、英文字體、數字、特殊符號、

中文字或拉丁字體，申請人都必須個別以一組字體為單位提出申請，鑒於字體設

計係由複數文字所構成的集合，因此韓國還提供一些例示以作為審查參考，本文

整理如下。

（一）動態字體

字體設計申請案，除可申請一組靜態字體外，亦可申請一組「動態

字體」。動態字體雖然在變化前、後呈現一個以上的外觀，但每一個文

字具有連續動態變化，仍符合「一外觀」要件。

以圖 13所呈現的「動態英文字體」為例，其中的 A字母呈現連續動

態變化，因此該字母符合一外觀要求，但由於字體設計的申請必須以一

組字體為單位，因此圖式應揭露 26個英文字母的個別連續動態變化，且

不同字母間的變化過程必須具有共同特徵，並於設計說明載明該字體設

計是一種透過連續動態的「動態英文字體」。

圖 13　動態英文字體之 A字母 39

圖 A　1.1 圖 A　1.2 圖 A　1.3 圖 A　1.4 圖 A　1.5 圖 A　1.5

39 圖片來源：韓國智慧局，同註 5，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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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組字體中不可重複出現相同文字、數字或符號

在單一字體設計申請案中，申請人若在一張視圖針對相同文字、數

字或符號揭露兩種外觀，例如圖 14同時揭露二種不同外觀的數字「0」，

審查人員將以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核駁。

圖 14　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之例子圖 40

（三）將不同的文字、數字或符號合併揭露

請參考圖 15所示，在單一字體設計申請案中，申請人若在一張視圖

將不同的文字、數字或符號合併揭露者，即便彼此具有共同特徵，仍違

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

40 圖片來源：韓國智慧局，同註 5，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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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設計中具有二個以上之設計

請參考圖 16所示，在單一字體設計申請案中，申請人若在一張視圖

將不同的文字合併揭露者，即便彼此間僅有筆畫粗細的差異，且構成近

似，仍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

圖 15　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之例子圖 41

41 同前註。
42 同註 39。

圖 16　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之例子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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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設計一申請」原則外，韓國也設有「複數設計註冊」

制度，其是指當同一申請案中含有複數套以上「一組字體」且皆屬物品

分類表的同一類別時，申請人可在同一個申請案中提出 100套（含）以

下的「一組文字」。例如韓文字體和英文字體同屬「國際工業設計分類」

第 18類、韓國工商能源部令規定的 N1類，申請人可將這兩組字體合併

在同一申請案提出，但圖式中的韓文字體和英文字體必須「個別揭露」，

也就是說在同一張視圖「合併揭露」韓文字體和英文字體，仍將違反一

設計一申請原則。

二、產業利用性的判斷

韓國有關設計的「具體性要件」（類似我國的「明確且充分揭露」要件）係

與「產業利用性」一同規範於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33條第 1項前段規定：「可供

產業上利用之設計可取得註冊，除有下列情事外⋯⋯。」亦即申請人應揭露足夠

的文字數量，來證明字體設計具有共同特徵。此外，韓國在字體設計之圖式揭露

必須呈現「指定文字」、「相關例句」及「代表字」，若圖式指定文字有明顯不足、

以其他文字充當例句或是代表字者，審查人員將以違反產業利用性核駁。

三、近似判斷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提出申請前，於國內外已有相同或近

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或為公眾所悉知、或以公開實施者，皆不具新穎性。韓國

對於新穎性判斷包含「物品」與「外觀」的相同、近似判斷，不過由於字體設計

並沒有「物品」的概念，因此是從「字體」及「外觀」來做相同或近似判斷。

（一）字體的近似判斷

韓文字體、拉丁語系字體、漢字字體、數字字體和特殊符號字體等

互為不近似字體，但拉丁語系的英文字體、丹麥語字體、德語字體等拉

丁語系字體則屬於近似字體 43。

43 韓國智慧局，同註 5，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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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觀的近似判斷

字體基於可讀性的目的，其設計自由度較為狹窄，不過如果相較於

先前技藝的差異僅在於進行粗細、傾斜及比例變化，仍應認定為整體外

觀近似，如圖 17。若是動態字體設計在靜止狀態或變化過程中的基本主

體與靜態字體設計類似者，也應視為與先前技藝近似。

44 韓文屬於表音文字，每一個文字至少包含一個元音和一個輔音，為便於說明，將非完整文字之

元音和輔音統稱為字符。

圖 17　字體設計簡易之近似判斷

先前技藝 申請案

 

粗細變化

傾斜變化

比例變

此外，根據字體類型的不同其對字體近似判斷，會有不同判斷項目，

就韓文的文字特點及結構，大致分成單字結構、字符 44表現、字符構成

要素及整體印象等四階段的判斷，如表3所示。然而，設計近似與否判斷，

仍需以普通消費者對註冊設計與其他先前技藝之外觀有混淆誤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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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韓文字體近似性判斷項目 45

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單字結構

字形外圍輪廓形態

 A B AB重合比較

字形內部空間形態

 A B AB重合比較

字符與字符的組合和比例感

 A B AB重合比較

字符與字符間的疏密與空間

 A B AB重合比較

45 專利廳項目成果報告，韓文字形保護範圍和相似性判斷研究，頁 52-79，200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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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單字結構

字符與字符的高度與長度

 A B AB重合比較

字形寬度

字形視覺中心（重心）

 A B AB重合比較

字形疏密程度與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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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字符表現

莖（筆劃）方向

莖（筆劃）粗細 

圓度 

莖（筆劃）曲直

莖（筆劃）交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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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字符構成要素

喙（부리）,耳（귀）,結（맺음）：開頭和結束部分

彎折處：可強化或弱化字形的連貫性

斜、直線的傾斜角度和形態：表現字體的均衡感

撇和下點處

< ㅇ >,< ㅊ >,< ㅎ >的頂部和上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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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整體印象

單字與單字的間距

字詞與字詞的間距

字行與字行的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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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項目 判斷細節

版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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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字體設計權效力

請參考圖 18所示，韓國的設計註冊權效力可及於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在設

計的相同、近似判斷上，主要係以「普通消費者」為主體，判斷「物品」是否構

成相同、近似，以及判斷「外觀」是否構成相同、近似。

圖 18　設計相同、近似概念架構圖

然而，韓國是將「字體」擬制為「物品」，因此字體設計權效力可及於任何

能夠產生相同或近似字體外觀的媒材上，幾近於單獨保護花紋（及色彩）46。但

基於字體是人與人溝通的重要媒介，若給予過大的保護範圍可能會對文化傳遞造

成不良影響，因此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94條第 2項規定，字體設計權的效力不及於

打字、排版或印刷等正常過程中使用的字體，及上述使用字體所生產的結果 47。

46 韓國智慧局，字體設計和圖像設計之侵權及法律研究，頁 16，2004年 7月。
47 韓國設計保護法第 9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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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韓國設計保護所保護的字體，是指用於記錄、顯示或印刷時，具有共同特徵

的一組字體，字體基於「可讀性」的限制，其設計自由度不高，若非對字體具有

一定專業，其實不易辨別其差異。從韓國著作權法及設計保護法共同觀之，韓國

對字體的保護其實非常的嚴謹。就字體而言，可分為字體文件和字體設計二種。

字體文件是含有字體設計的軟體程式，受著作權法保護，創作完成時即享有權利，

保護期間為 70年，著作權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但第三人若未接觸

過「字體文件」而創造出近似之「字體文件」，則不構成侵害著作權。反觀字體

設計係受設計保護法保護之標的，須透過申請及實體審查方能註冊，保護期間為

20年，但第三人不論有無接觸該設計，只要以商業目的而製造相同或近似於字體

設計權外觀，都可能侵犯設計權。且一套字體可同時受韓國設計保護法及著作權

法保護，當設計權保護的 20年過後，還可持續受著作權法保護至著作財產權之

存續期間屆滿止。

目前我國字體可透過著作權來保護「字型繪畫（美術著作）」，但國內設計

專利所保護的標的，必須應用於物品的外觀，因此，屬於平面圖形符號的「字體

設計」並非保護對象。期盼透過本文的探討與介紹，可作為我國日後對字體設計

保護相關制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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