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111.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82

本月專題
低度識別性商標與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
——以英國 OATLY v PUREOATY高等法院判決為例

低度識別性商標與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
──以英國OATLY v PUREOATY高等法院判決為例

張瑜珊 *、林彥丞 **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審查官。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助理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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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

一、案件事實

二、法規適用

三、判決爭點

參、評析與結論



111.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82 7

本月專題
低度識別性商標與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

——以英國 OATLY v PUREOATY高等法院判決為例

摘要

我國商標審查實務上，當二商標有相同的文字，且在指定使用的類似商品或

服務廣泛為業者所使用，甚至已為多數業者註冊為商標之一部分，其作為指示單

一來源的識別性即隨之降低，在判斷衡量二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時，將可能對此識

別性較低部分施以較少的注意，而關注在其他顯著之部分，或針對商標各自結合

其他元素後，是否改變外觀、讀音、觀念予人之整體印象，進一步審酌有無使消

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其來源的可能性，個案上存在的不同因素，都可能影響最終判

斷的結果。

在燕麥飲料的銷售市場，可見相關業者採用環保材質的紙盒包裝，並以具有

燕麥字義的「OAT」或「OATY」作為商品說明刊載於包裝盒上；本文引述參考

的判例，是有關燕麥飲料市場的商標戰爭，商標文字均包含「OAT」，搭配環保

材質盒裝設計使用，此二商標雖有相同之說明性文字「OAT」，當各自結合其他

元素後，該相同之低度識別性文字，於整體觀察時，應不足以產生混淆誤認的可

能性，希望藉由此案例審酌過程心證及推論，能釐清並整理出判斷低度識別性混

淆誤認的審查原則，俾利作為日後審查及業界實務上可資參考運用方向。

關鍵字：低度識別性、混淆誤認之虞、商標侵權

　　　　 lower degree of distinctiveness、likelihood of confusion、trademark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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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商標的功能在於指示該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因此，在商標審查上，判斷一個

標識具有識別性，並且不會與他人商標產生混淆或誤認與他人商品服務來源具關

聯性，至關重要。

商標的類型可簡單區分為「獨創性、任意性、暗示性」三種，其中，「暗示

性商標」因其所採用的商標構成要素，係以隱含譬喻的方式，暗示其商品或服務

的品質、功用或其他有關成分、性質等特性，具有文字設計上的趣味，較易為消

費者所記憶、產生共鳴而留下深刻印象，為許多業者在發想商標時所偏好。但也

因為此種商標的構成要素與其商品或服務的特性有關，往往在競爭同業間會發生

類似或同時使用相同文字或要素的狀況，而誘發商標有無混淆的侵權疑慮。

本文探討燕麥飲料市場的商標侵權戰 1，起因於來自英國家族經營的小農

（GLEBE農場食品有限公司，下稱 GLEBE農場公司）「PureOaty」商標，其與

瑞典燕麥奶製造商 Oatly公司的「OATLY!」商標相較，二者皆包含相同的說明性

「OAT」文字，同時採取 wackaging包裝 2來促銷無麩質的飲料商品，在燕麥飲

料市場上，是否會造成消費者產生產製來源的錯誤聯想？在先商標權人如何舉證

說明二者有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Oatly公司控訴 GLEBE農場公司有假冒其商

標，意圖攀附其商譽加以獲取利益，從而尋求禁制令禁止 GLEBE農場公司銷售

產品，是否有理由？

綜觀市售燕麥奶飲料產品包裝手法，不外乎包含兩大特色：其一為紙盒包裝，

其二利用產品外包裝傳遞訊息。本文中兩造均以「OAT」作為燕麥飲料品牌名稱

之一部分，並採取藍色富含斑點的包裝紙盒呈現，試想當陳列於貨品架上時，從

「PureOaty」標識是否讓人想起 Oatly產品？或讓人想起純粹是燕麥的概念？兩

造的商品是否會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其產製來源？是否有削弱「Oatly」原有的識別

1 OATLY AB, OATLY UK LIMITED v. GLEBE FARM FOODS LIMITED, [2021] EWHC 2189 (IPEC).
2 由 wacky packaging結合而成的新創字，用來表示一種「古怪包裝」，為英國 The Guardian記者

Rebecca Nicholson所創造，被戲稱為「會回嘴的包裝」，參考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及網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wordofmouth/2014/mar/25/wackaging-trend-food-packaging-
innocent-language（最後瀏覽日：2022/04/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wordofmouth/2014/mar/25/wackaging-trend-food-packaging-innocent-language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wordofmouth/2014/mar/25/wackaging-trend-food-packaging-innocent-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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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兩造予人近似的緣由僅因皆包含「OAT」文字，在各自結合其他元素設計變

化後，整體在外觀、讀音、觀念上已脫離原既有意象，而賦予獨特識別來源？本

文將從法院裁量準則、方向作為探討的核心，同時觀察我國實務過往審查經驗，

進行比對歸納，期能作為日後審查上的參考。

貳、案例介紹

一、案件事實

燕麥奶的興起，起初是對於乳糖不耐症及對牛奶過敏的人所產生的替代飲

品，隨著對環境的重視及健康意識的抬頭，減糖減塑、就地取材的觀念深植人心，

而掀起燕麥奶旋風，深受消費者所推崇喜愛。本判例即為針對乳糖不耐症或對牛

奶過敏所研發製造並進行販售燕麥成分飲料的廠商，與原以生產穀類為主的小

農，因產業轉型而販售含有燕麥成分飲料，所造成產品競爭關係的商標爭訟。

兩造分別為 Oatly公司及 GLEBE農場公司，Oatly公司是由瑞典研究人員所

組成的公司，成立於西元 1990年代中期，其使用專利酶技術將燕麥轉化為液體，

可作為牛奶或乳製品之替代品，原先主要客源為乳糖不耐症或對牛奶蛋白過敏的

消費者，規模並不大，而後在 2012至 2013年重新定位產品及重塑品牌策略，於

2014年以呈現手作、實在風格的Wackaging包裝，呈現一種非正式、淡化企業集

團的印象，突顯更健康、永續的生活方式。2017年推出用於咖啡的「咖啡師版」

燕麥飲，2018年陸續推出系列產品，其系列產品如圖 1所示，從銷售資料可知，

最暢銷的商品為以灰色紙盒包裝的「咖啡師版」，主要銷售對象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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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BE農場公司則為位於英格蘭和威爾斯一家超過 30年的穀物生產業者，

專門生產無麩質燕麥，並經認證為 100%無麩質，為英國唯一種植和加工無麩質

燕麥，以用於製造粥品、燕麥粉和燕麥飲品的農場。大約在 2016年底開始創造

屬於自己的燕麥飲品，透過網站及食品零售商進行銷售，並對自己商品命名進行

消費者研究，從原先不具識別性之「OAT DRINK」，經過不斷檢討改進，而後於

2020年 1月 15日 3正式以「PureOaty」作為產品品牌名稱進行銷售。

Oatly 公司分別於 2000 年 4 月 26 日、2013 年 10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13

日、2018年 12月 20日向英國智慧財產局申請指定使用於第 29、30及 32類含

有燕麥成分之食品或飲品，並獲准註冊為第 00901626233號「OATLY」商標、

第 00912185311號「OAT-LY!」商標、第 00916364441號「OATLY」商標及包含

「OAT-LY」圖形商標之註冊第 00918002978及 00918002991號商標 4。

GLEBE農場公司則於 2019年 11月 26日向英國智慧財產局（UKIPO）提

出「PureOaty」商標申請，並指定使用於第 29類、第 30類及第 32類等含有

燕麥成分之相關食品及飲品，於 2021年 8月 13日取得註冊，公告為註冊第

00003447065號商標。

Oatly公司主張 GLEBE農場公司實際使用的「PUREOATY」文字及包裝盒正

面設計構成 1994年英國商標法第 10條第 2、3項之侵權及假冒侵權。

3 倘若本案構成商標侵權要件，則為計算侵權的起始日。
4 因英國已退出歐盟，歐盟商標會以相應商標進行保護，為區分二者差異，僅在註冊號開頭加上

009以資區別。

圖 1　Oatly公司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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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兩造商標圖樣及實際使用情形

二、法規適用

（一）英國商標法

英國為世界上最早制定商標法的國家，而後為符合全球經濟發展趨

勢、國際條約規範及加入歐盟會員國等因素，配合歐盟商標指令進行國

內法的修正；爰此，當本案所涉英國國內商標法規範時，其解釋法規應

為調和歐盟各會員國之國內商標法的「歐盟指令」；英國雖於 2022年 1

月 31日正式脫歐，並自同年 2月 1日起進入為期 11個月的過渡期，在此

期間，歐盟法規及司法實務的案例對英國依然具有拘束力；本文判決為

英國脫離歐盟前之案例，仍遵循原先運作模式。

英國商標法明文規範並界定了何謂「註冊商標權之侵害」，即在交

易過程中，當該標識與註冊商標近似，並使用在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

務上，有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或雖無直接造成混淆誤認之虞

的情事，但仍會與註冊商標可能產生聯想者，即構成侵害註冊商標權 5。

並援引相關判例指出依據歐盟指令第 5條第 1項第 b款 6規定商標權人主

5 英國商標法第 10條：Infringement of registered trade mark. …(2) 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a sign where because—(b) the sign is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and is used in relation to goods or service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ose for which the trade 
mark is registered, there exists a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which includes the 
likelihood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trade mark.

6 相當於英國商標法第 10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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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商標侵權應滿足之條件，即在未經商標權人同意，在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的交易過程使用標識之行為，且該標識相同或近似於註冊商標，

因而有致一般消費者 7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構成商標侵權，故其判

斷侵權的要件包含：1、是否有第三人在相關地域使用標識；2、是否在

交易過程中使用該標識；3、是否取得商標權人同意；4、該標識與註冊

商標是否相同或近似；5、與註冊商標是否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

或服務；6、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虞 8。

由於本案原告及其 OATLY商標在燕麥飲品市場頗負盛名，故本案同

時涵攝另一個侵權的法律規範，即「著名商標的保護」，註冊商標如在

英國夙負盛譽，當該標識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且無正當理由使用該

標識，進而不正利用註冊商標的識別性而使之商譽受損的情形，亦屬侵

權行為 9；是否構成此一侵權應回歸到調和各會員國之歐盟指令第 5條第

2項下探討，即需滿足下列之所有要件：1、註冊商標須於相關地域享有

信譽；2、須有第三人於相關地域使用標識；3、須在交易過程中使用；4、

須未經商標權人同意；5、標識須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6、須用於相

關商品或服務；7、標識與商標間須在一般消費者心中產生連結；8、必

須產生下列其一損害：損害商標識別性、或損害商標信譽或不正利用商

標識別性或信譽；9、須無正當事由 10。

7 在此所指的一般消費者（average consumer），為見多識廣、小心謹慎且善於觀察，但很少有
機會直接比較各商標，而必須仰賴保存於腦海中不完整印象進行比較，相當於我國所稱具有普

通知識經驗消費者的說法。惟我國又以是否通常可能會購買指定商品或服務來區分為「相關」

和「一般」消費者。
8 Comic Enterprises v Twentieth Centry Fox Film Corp [2016] EWCA Civ 41 at [28] .
9 1994年英國商標法第 10條第 3項：A person infringe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if he use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in relation to goods… a sign which—
 (a) is identical with or similar to the trade mark… 
   where the trade mark has a repu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e of the sign, being 

without due cause, 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or is detrimental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r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

10 Interfl ora Inc v Marks and Spencer plc [2014] EWCA Civ 1403 at [69].



111.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82 13

本月專題
低度識別性商標與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

——以英國 OATLY v PUREOATY高等法院判決為例

（二）混淆誤認之虞判斷的關鍵原則

英國及歐盟明文訂定相關禁止註冊及侵權的法律規定，並以前開指

令作為具體的審查標準，而其中「標識須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是

否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的認定，為判斷是否有致混淆

誤認之虞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兩項要件；一般而言，衡量商標侵權，通常

即以是否造成混淆誤認之虞作為審酌的依據，亦援引相關判例揭示其關

鍵原則 11：

1、判斷標識與商標是否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時，應以一般消費者購買的立

場設想，審酌二者所傳達整體印象，而非切割成各部分逐一分析，且

需同時權衡二者商標近似與商品或服務類似的輕重程度，倘若有致使

一般消費者誤認二者的來源或誤認具有商業關聯性，則有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

2、當標識或商標為一聯合式所構成時，判斷是否構成近似，應考量所有

組合元素，其識別印象可能受其一或多個組合元素影響，若二商標各

自結合其他元素後，已形成獨特的商業識別印象，即使有部分元素相

同，亦未必具有引起混淆誤認的可能性。

3、註冊在先商標與生俱有或如因大量使用，而在一般消費者心中形成高

度識別性，則他人使用與其近似的商標時，就越容易產生混淆誤認的

可能。

4、若兩造僅因商標信譽而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聯想，未必會導致混淆誤認

的可能性。

審酌兩商標相同的元素部分時，需探究兩造產生近似連結的原因、

相同的部分是否具識別性。雖然兩造商標具有相同元素部分時，通常會

認定具一定程度的近似性，例如以相同的文字或圖形為核心略作變化的

情形，但如果該相同部分在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領域中是描述性的標識

11 Specsavers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Ltd v Asda Stores Ltd [2012] EWCA Civ 24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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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般推論，一般消費者會將注意力放在商標的其他部分，來理解、

識別各該商標，不太可能僅因具有相同的描述性標識，而認為二者具商

業往來的關聯性 12；誠然，當兩造商標近似的原因為同時包含低度識別性

或不具識別性的商標構成要素時，亦不能直接排除混淆誤認的可能性，

仍需進一步審酌結合其他元素後，商標整體外觀所呈現之視覺及觀念印

象是否足以相區辨 13。

三、判決爭點

（一）有關英國商標法第 10條第 2項部分

法院首先就被告實際使用之「PUREOATY」標識與「OATLY」商標

進行整體審酌，外觀上，兩造分別由 8個字母及 5個字母所構成，被告

商標起首添加「PURE」，且沒有字母 L，雖二者皆有相同「OAT」文字，

惟僅存在很輕微的近似程度；讀音上，一般消費者唱呼標識時，會把重

音放在第一個音節上，即「PURE」，故近似程度有限；被告商標係由

「PURE」、「OATY」兩個說明文字所構成的詞彙，與據爭商標固將眾

所周知的說明文字「OAT」加上無意義的後綴「LY」而創造出一個先天

上沒有意涵的虛構獨創字相較，二者觀念上相近之處，在於皆有相同外

文「OAT」，而存在低度至中度近似。

在判斷是否構成混淆誤認，依據第 10條第 2項規定並未要求必須具

有實際混淆的情形，僅存在有混淆誤認的可能性即可認定。Oatly公司未

能舉證說明消費者會在「PUREOATY」和「OATLY」間建立連結，就實

際使用係以「OAT-LY」採粗字體分成兩行呈現，此種廣泛於市場使用情

形，將降低混淆誤認的可能性。

12 Planetart LLC v Photobox Ltd [2020] EWHC 713 at [26]-[29].
13 Whyte and Mackay v Origin [2015] EWHC 1271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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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揭露實際使用上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如：產品紙盒包裝

手法雷同、小吃店老闆接受電話採訪時，多次將「PureOaty」稱呼為

「PureOatly」、參展時主辦單位誤將「PureOaty」稱呼為「PureOatly」、

烘焙坊以「Oatly drink」為題進行書信往來、消費者書信回饋意見卻將

「Oatly」稱作是「PureOatly」、系列評論將 PureOaty誤認為是 Oatly在

英國販售的系列品牌等等，惟法院認為此等證據之當事人均理解到原、

被告兩造商標產品係源自於兩個不同企業的產品，且這些只是 PureOaty

產品被隨口誤稱為PureOatly的例子，並非屬於商業來源混淆誤認的情形，

探究緣由是因 Oatly名稱與說明性文字「Oat」或「Oaty」太過相近而產

生的混淆，並未見有將 Oatly產品稱為 PureOaty或 PureOatly的證據。單

方面的誤稱情形，並無法認定為有致混淆誤認之虞。

法院衡酌同業亦有使用「OAT」或「OATY」14的需求，認為僅因兩

造商標相同部分為說明性文字所造成的近似情形，難以證明有任何的混

淆誤認可能性，再者，法院認為，二者包裝紙盒需經過細微觀察才能看出

彼此構成近似部分，至於 Oatly公司所憑藉的實際混淆證據，經與文件內

容勾稽確認，皆非屬可採納的具體事證，且以 PUREOATY取代 OATLY

接手供應的商店亦無發生實際混淆情形為由，推翻 Oatly公司的說法。

圖 3　兩造市場使用情形

14 為英式英文，字義為 of, like, or containing oats，參考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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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單純文字部分都不構成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即便與紙盒商標

皆採取藍色紙盒、包裝盒上的插圖同屬咖啡杯等類似手法呈現商品樣貌，

但紙盒設計本存有許多特徵，如被告使用尚有另結合英國國旗、強調純

淨無麩質的產品品質宣言，以及拖拉機設備圖形等，尚難僅以些微相似

之處，逕予推論消費者會因該細微之處，而認定或聯想二者產品的商業

來源具有關聯性；另「OAT-LY!」商標在文字商標中插入連字符號和驚嘆

號，更加重二者之間的差異，降低混淆誤認的可能。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法官認為被告實際使用 PUREOATY標識，以及

將該標識使用於紙盒的設計，與原告 Oatly諸商標間無致混淆誤認之虞，

因此駁回原告 Oatly公司的主張。

（二）有關英國商標法第 10條第 3項部分

本案對於前述提及侵權要件 2、3、4與 6並無爭議；而是主張被告

標識的使用是在相關地域、在交易過程中、未經 Oatly同意、用於商品或

服務。因此，主要爭點在於是否符合要件 1、5、7、8與 9，並摘述法官

的見解如下：

1、要件 1：註冊商標須於相關地域享有信譽

依Oatly公司所提之銷售量、行銷金額及其活動等相關資料顯示，

依普通顧客的購買習慣，一眼即能在貨架上辨認其產製來源，應肯認

原告 Oatly公司的諸商標具有顯著、廣泛的識別性及信譽，紙盒設計

亦屬高度識別性。

2、要件 5：標識須與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

如同在判定第 10條第 2項侵權要件所述，二者共同部分為說明

性文字「OAT」，其近似程度低，難以認定構成近似。

3、要件 7：標識與商標間須在一般消費者心中產生連結

所謂的連結是指該標識與商標僅需要某種程度上的近似，不一定

有實際混淆誤認的情形，而是使一般消費者心中與 Oatly諸商標產生

聯想。本案雖然沒有混淆誤認的確切證據，但如同前述提及評論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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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PUREOATY和 Oatly產品時，會誤以為「PUREOATY」為「Oatly」

在英國販售的系列產品，這意味著在消費者心中已產生連結，故符合

本要件。

4、要件 8：必須導致以下三種損害之一

這裡所指的損害情況有三：損害商標識別性、損害商標商譽，或

不正利用商標識別性或信譽獲取利益。所謂商標識別性的損害，係因

第三人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標識導致識別來源分散或削弱的情形，無法

在消費者心中產生單一來源的印象；而商標商譽的損害，則指因第三

人使用相同或近似標識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正利用商標識別性或信

譽獲取利益的損害，即所謂攀附他人商譽或搭便車的行為，以獲取利

益。本案所遭受的情況屬第三種損害，Oatly商標信譽卓著，兩造皆

使用於相同商品的情況，一般消費者輕易從「PUREOATY」聯想到

Oatly商標，但由於兩造均有相同的說明性文字「OAT」，導致二者

的近似程度低，據此，Oatly公司所可能遭受的損害相對不易成立。

而被告產品的商標圖樣及外包裝改裝僅為出自於個人的發想，並無利

用原告商標識別性或信譽的意圖；至被告 GLEBE農場公司是否知悉

原告 Oatly公司已將咖啡館作為市場目標，而採取相同市場策略及經

營手法，因本條文禁止之不正利用，規範目的並非阻止企業向其競爭

對手學習，即便是採用與競爭對手相似的方法與表述，僅能認為是向

競爭對手學習經營行銷的方式，而非屬利用競爭對手商標識別性及信

譽獲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5、要件 9：無正當事由

無正當事由必須在標識與註冊商標產生連結，從而利用商標識別

性以獲取不正利益時，方能成立。雖「PUREOATY」與「Oatly」在

消費者心中得以產生連結，惟法官認定並沒有不正利用商標信譽或識

別性獲取不正利益，則無考慮此要件之必要。

綜合上述，本案原告商標雖在英國享有信譽，且兩造商標使用在同

一商品，消費者容易將被告實際使用 PUREOATY標識與原告 Oatly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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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5.2.6.6。

產生連結，然因二者相同部分為說明性文字，致使商標整體近似程度低，

更難認有不正利用商標識別性或信譽及無正當事由等情事，故法院駁回

原告侵權主張。

參、評析與結論

法律之適用所以困難，不在於其原則概念，而在於如何在既有規範下認定事

實予以適法處理。本判決係針對兩造各自另結合「ly」、「Pure、y」所創用的

「Oatly」、「PUREOATY」商標進行審判，二商標相同部分為「OAT」文字，皆

使用於含燕麥成分相關商品，該相同部分自屬商品的說明性文字，不具備使相關

消費者區別商品來源的商標識別性，法院針對其整體外觀、讀音、觀念上進行近

似性判斷，認為兩造商標的核心文字「OAT」不具識別性，就其變化的形式不同、

設計各異，自不得僅以商標文字均包含「OAT」即認定具近似關係而有混淆誤認

的可能性。

我國一般消費者對於外國語文的熟悉程度，不若以該外文作為母語的國家，

是審酌判斷因素應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判斷拼音性外文近似與否，主要著重在

讀音及外觀比對，但若起首外文在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為常見的前綴詞，則應降低

所施以注意的比重 15。觀諸本案原告商標係由「Oat」結合常見無意義後綴「ly」，

賦予一個本身沒有先天意涵但指涉燕麥的虛構詞，固可肯認其跳脫原來的說明意

涵，而具有先天識別性；被告商標係由「Pure」結合「Oaty」兩個字詞所組成的

複合字，且兩個單獨詞彙都被視為描述性語彙，結合後其語法或文字意義並未有

特殊變化，對於以「Pure」作為「Oaty」一詞前綴字，是否應被視為說明性文字

而降低其審酌比重，未有相關說明，惟原告係提起商標侵權訴訟，法院自針對在

後商標是否構成侵權進行審酌，主要仍在於消費者對於二者商品來源有無產生混

淆為判斷。該判決依照商標整體所呈現在消費者的印象，而非切割比對審酌，認

各自結合其他元素後整體所形成獨特識別印象足以區辨二者差異，對混淆誤認之

虞各判斷要件之心證推演過程論述細緻，值得作為我國審查實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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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案例因相同部分為說明性文字，在指定使用於相關商品或服務時，容易

形成低度識別性之商標，審查實務上，以該等「低度識別性」文字作為商標的一

部分頗為常見，其混淆誤認之虞的裁量空間應如何調整，才符合市場實際交易情

形呢？現今審查資訊透明化，申請人或代理人不難從本局資料庫中查詢類此商標

並存情形，況且申請註冊商標案件逐年增加，商標審查的複雜程度日趨困難，如

何妥善處理此種低度識別性商標之申請註冊案，調和並拉近行政機關與商標申請

人的認知差距，考驗著審查人員的智慧。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8004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tru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WorkingRGB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9.92126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