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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蔡總統在 109年 520就職演說明確指示，我國將在物聯網、

生物醫學、綠能科技等「五加二」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打造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藉由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優勢，結合 5G、

數位轉型及打造接軌全球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等，讓我國成為未

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科技及產業創新政策的落實，唯有搭配

良善的智慧財產保護制度與措施，才能吸引國外先進的高科技投

資，帶動經濟成長動能，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國民福祉。 

為因應國家發展需要，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政策，行政院於

民國 92 年起先後核定「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及「貫

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並成立跨部會協調會報，統籌協

調推動各項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多年來經各機關協力推動，目

前我國在法制、遏止仿冒盜版、教育宣導、邊境管制、加強與國

際交流等工作已獲顯著成果。 

國際社會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高度重視，為經貿談判的

重要議題，我國應持續善盡國際義務，在既有的基礎上戮力貫徹、

不宜鬆懈，爰研提「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110-112

年)，以即時回應及持續滾動檢討方式，因應科技發展趨勢，加

強數位科技智財保護與運用、有效遏止仿冒盜版與營業秘密竊取，

營造優質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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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與目標 

一、願景：建構我國優質智慧財產發展與保護環境 

二、目標 

(一) 促進產業之研發實力及強化智慧財產管理 

(二) 優化智慧財產法制 

(三) 有效查緝仿冒盜版及強化營業秘密保護 

(四) 落實邊境管制 

(五) 健全網路著作權保護及合法利用機制 

(六) 加強智慧財產權教育與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 

(七) 精進執法人員專業知能 

(八) 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成效宣傳 

(九)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海外智慧財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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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要領與執行措施 

一、 促進產業之研發實力及強化智慧財產管理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提升

產、學、研

之研發創

新能量。 

1. 輔導及協助產、學、研強化研

發及智慧財產權管理體制。 

科技部、經

濟部 (國營

會 、 技 術

處 、 工 業

局、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2. 提供專利能量價值措施，提升

產、學、研之研發實力。 

經濟部 (工

業局、中小

企業處、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提供中小企業、文創產業及新

創企業智慧財產相關輔導及

協助。 

經濟部 (中

小企業處、

智 慧 財 產

局 )、文化

部、農委會 

 經常

辦理 

 4. 推廣有關無形資產之相關措

施，以利國內無形資產評價產

業發展。 

經濟部（工

業局） 

 經常

辦理 

(二 )提升 

企業全球

專利布局

能力。 

1. 執行「專利布局與產業分析躍

升計畫」，厚實新興科技產業

智慧財產布局能力。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研析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有關

之專利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前

瞻技術等之技術發展動態，提

供產業參考。 

經濟部（技

術處、工業

局、智慧財

產局）  

科技部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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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化智慧財產法制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研 析

國外智慧

財產策略

及制度。 

1. 研蒐智慧財產權相關之國際

公約、協定及各國發展趨勢。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研蒐國外查緝網路侵權案件

之對策。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研析區塊鍊技術應用於智慧

財產權保護之進展。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二) 適 時

研修 (訂 )

智慧財產

相 關 法

令。 

1.優化專利商標行政爭訟制度。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 濟 部

(訴願會) 

經常

辦理 

2.配合產業發展研修專利法令

及審查基準。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因應商標管理實務需求，研修

商標法及其相關法令。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4.因應數位匯流科技發展，研修

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5.強化著作權集管團體自治效

能與主管機關監督輔導職

責，研修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條例。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推 廣

訴訟外紛

爭解決機

制在智慧

財產權領

域 的 運

用。 

鼓勵有爭議之當事人利用訴訟

外紛爭解決機制。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四) 推 動

及落實原

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

1. 協助及輔導原住民族、部落取

得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

用權。 

原住民族委

員會 

經 濟 部

( 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2. 通盤檢視「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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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保護制

度。 

創作保護條例」相關法令之可

行性及可操作性，就窒礙難行

之處研擬解決方案，並研議修

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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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效查緝仿冒盜版及強化營業秘密保護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檢、

警、調等

機關持續

執行查緝

仿冒、盜

版及侵害

營業秘密

案件。 

1. 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定期

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查緝專

案會報」，指揮檢警調單位，

加強執行查緝仿冒工作。 

法務部 (高

等檢察署)、 

內政部 (警

政署)、經濟

部 (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2. 落實「內政部警政署查緝經濟

犯罪執行計畫」，加強執行專

案查緝勤務。 

內政部(警政

署) 

 經常

辦理 

3. 不定期針對校外教科書非法

影印進行查緝行動。 

法務部 內政部(警

政署) 

經常

辦理 

4. 針對電商購物、社群媒體等網

際網路智慧財產侵權案件加

強查緝。 

內政部(警政

署) 

 經常

辦理 

 5. 每季公布偵辦侵害智慧財產

權案件成效。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二) 加 強

營業秘密

保護。 

1. 推廣企業營業秘密合理保密

措施及內控機制。 

經濟部(工業

局、智慧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2. 舉辦營業秘密執法人員與企

業溝通座談會。 

法務部(調查

局)、內政部

(警政署)、經

濟部(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3. 每季公布偵辦侵害營業秘密

案件成效。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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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落實邊境管制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落實

邊 境 管

制，加強

智慧財產

權保護。 

1. 加強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

物品邊境管制作業。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2. 執行光碟製造機具及光碟片

進出口邊境查核管制作業。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經常

辦理 

3. 海關提供侵權資訊及調借貨

樣等商標權保護措施之執行

情形。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4. 海關受理商標權及著作權檢

舉/提示保護案件之執行情

形。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5. 加強查緝以國際快遞或郵包

方式進出口之侵害智慧財產

權案件。 

財政部 (關

務署) 

內政部(警

政署) 

經常

辦理 

(二) 確保

查緝作業

程序透明

化及加強

公 眾 宣

導。 

1. 公告邊境查緝作業程序、罰則

及重要緝獲案例。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對權利人、進出口人及相關業

者加強辦理宣導活動。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加強

國際情資

交流及合

作。 

加強與各國海關之仿冒情資通

報與交流，有效遏阻仿冒、盜版

品之不法貿易行為。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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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全網路著作權保護及合法利用機制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健 全

網路著作

權保護。 

促進權利人與網路服務提供者

間的合作。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二) 輔 導

建立著作

利用授權

機制。 

1. 輔導集體管理團體及民間業

者授權利用著作。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評估整合著作權利資訊相關

平台，提供利用人便利查詢管

道。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督 促

政府機關

（構）、學

校及接受

政府（捐）

補助等單

位，全面

合法使用

軟體。 

1. 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學校、

公營事業應編列預算採購合

法軟體，並指定專責單位或人

員定期檢視及稽核合法使用

軟體之情形。 

國家發展委

員會、行政

院資通安全

處、行政院

主計總處 

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

政府、桃園

市政府、臺

中 市 政

府、臺南市

政府、高雄

市政府 

經常

辦理 

2. 促請各級政府機關或公營事

業對捐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

以上或接受補助經費之法人

或團體，建立合法使用軟體之

管理機制，並將是否合法使用

軟體列入政府捐（補）助審核

條件。 

行政院主計

總處、經濟

部（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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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加強智慧財產權教育與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強 化

校園保護

智慧財產

權課程。 

1. 透過課程，強化學生具備正確

的保護智慧財產權及資訊倫

理法律觀念。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2. 開闢教學課程，教導學生電腦

與網路相關智慧財產權知識

與保護觀念。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二) 加 強

校園網路

管理。 

1. 有效遏止校園網路侵權情事

發生，強化疑似侵權檢舉機

制。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2. 要求大專校院透過網路流量

分析，就異常行為加以輔導。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3. 就校園網路管理機制訂定考

核評量及相關獎勵規定，並納

入校園評鑑項目，以落實成

效。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三) 宣 導

使用合法

授權之教

學資料 

1. 加強大專校院之教育宣導，

鼓勵學生使用合法教學資

料、輔導建立教學資料二手

市場或流通管道，以及勿非

法影印、下載、上傳書籍及

教材，並拒絕非法網站。 

教育部 經 濟 部

( 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2. 加強教育宣導，增進教師瞭解

教學過程如何合法利用他人

著作。 

教育部 經 濟 部

( 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四) 持 續

推動校園

保護智慧

財產權工

作。 

1. 跨部會「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諮詢小組持續運作。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2. 加強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行動方案」，並適時檢討修

正。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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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精進執法人員專業知能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辦 理

執法人員

專 業 訓

練。 

1. 辦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等人

員之智慧財產專業訓練。 

法務部  經常

辦理 

2. 辦理警察機關、調查局人員之

智慧財產權專業訓練。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 

內政部(警

政署) 

 經常

辦理 

(二) 辦 理

海關人員

智慧財產

權講習。 

針對法規及相關作業，於各關辦

理海關人員講習及真、仿品辨識

講習。 

財政部(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三) 執 法

機關與權

利人團體

資 訊 交

流。 

各執法機關加強與權利人或權

利人團體交流與交換資訊。 

內政部(警

政署)、財政

部(關務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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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成效宣傳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加強

智慧財產

權宣導，

提升各界

智慧財產

觀念。 

1. 派遣「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至

機關、學校或企業講授智慧財

產權課程。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辦理智慧財產法令說明會或

宣導。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宣導政府機關及企業合法使

用軟體，及建立內部管理機

制。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臺北市政

府、新北市

政府、桃園

市政府、臺

中 市 政

府、臺南市

政府、高雄

市政府 

經常

辦理 

(二) 運用

媒體加強

宣導國人

尊重智慧

財產權及

使用者付

費 之 觀

念。 

利用各種媒體及數位平臺登載

宣導文宣及廣告。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宣傳

智慧財產

(權 )執法

成效。 

1. 發布保護智慧財產報導，以利

相關單位及我駐外單位對外

宣傳參用。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外交部 經常

辦理 

 2.破獲重大侵害智慧財產權案

件時，配合宣導保護智慧財產

權的重要性。 

法務部(高

等檢察署、

調查局)、內

政部 (警政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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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九、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海外智慧財產權保護 

實施 

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積 極

參與、辦

理及執行

國際智慧

財產交流

與合作活

動。 

 

 

1. 參與國際智慧財產交流與合

作活動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國 際 貿 易

局)  

內 政 部

( 警 政

署)、財政

部 ( 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2. 持續推動及辦理雙邊智慧財

產交流與合作。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執行雙邊智慧財產保護相關

合作備忘錄及工作計畫，加強

執法經驗、技術及資訊分享。 

法務部(高

檢署智財分

署 、 檢 察

司)、內政部

(警政署)、

財政部(關

務署)、經濟

部 (智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4. 與外國智慧財產權機關(構)

官員或專家交流。 

經濟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法務

部、內政部

（警政署） 

外交部、經

濟部(國際

貿易局) 

經常

辦理 

(二) 提 供

企業海外

智慧財產

保護之資

訊 及 服

務。 

1. 提供我國企業海外智慧財產

訴訟諮詢服務與協助。 

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中小

企業處)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提供國人赴海外參展展品涉

及智慧財產權議題之協助。 

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配合新南向政策提供企業智 經濟部(智慧  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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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相關資訊及協助。 財產局、國際

貿易局) 

辦理 

4. 駐外單位隨時蒐集駐在國最

新智慧財產權資訊。 

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 

 經常

辦理 

(三) 加 強

兩岸智慧

財產保護

合作 

1. 加強兩岸專利、商標、著作

權、品種權業務交流合作。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行

政院農業委

員會 

 經常

辦理 

2. 協助兩岸智慧財產權相關團

體交流。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執行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

護合作協議之協處機制。 

經濟部(智

慧 財 產

局) 、行政

院農業委員

會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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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預算及實施期間    

一、本方案之主、協辦機關(單位)應本權責，依本方案內容切實執

行。 

二、本方案報院核定實施後，由經濟部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

會報」，定期協調及溝通相關事宜。 

三、本方案所需預算由各權責機關(單位)，依需要自行編列。 

四、本方案實施期間自民國 110年 1月 1日至民國 112年 12月 31

日止，期滿前應行檢討，並得隨時依實際執行狀況，針對本方

案之各項實施要領及執行措施，進行滾動式檢討與調整。 

伍、執行進度追蹤 

一、本方案由經濟部負責按季彙整各機關執行進度及成效，各機關

(單位)應於該季次月15日前將上一季執行成效填於執行進度追

蹤表（如附件），逕送智慧財產局彙報經濟部。  

二、本方案每半年召開一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會報」，檢視各機

關(單位)執行成果與績效；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三、本方案執行情形、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送智慧財產局彙報經

濟部後，刊載於智慧財產局網站。 

陸、附件 

「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年 月至 月各機關(單位)執行成效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執行成效 
主/協 

辦機關 
完成期程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