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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交流添新頁，「商標論壇」在台北擴大舉行

「兩岸商標論壇」是兩岸間商標事務交流的年度盛會，於98年6月15日在台北擴大舉行，活動內容包括上午

在台灣省商業會舉行的「2009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以及當天下午在商業總會舉行的「工商企業座談會」

與「商標業務交流座談會」，總計3場次，約有兩岸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專業人士與工商企業170人參加。 

兩岸間自93年以來，即有輪流主辦商標論壇進行交流之默契，目前已逐漸成為常態性智慧財產（民間）互

訪機制。本次兩岸商標論壇是由全國商業總會主辦，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協辦。大陸方面係由中

華商標協會顧問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總局長付雙建團長應邀率團參加，其他重要團員包括工商行政管

理總局法規司司長張輝、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外資司司長何訓班、商標評審委員會副主任侯麗葉、商標局法

律處副處長文學等人，我方則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學術界及實務界等關注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的專

業人士與工商企業參加。 

上午之研討會針對兩岸間「商標註冊保護與仿冒查緝」、「商標的識別性及使用證據之認定和採信」、

「馳名商標（著名商標）的認定與保護」等議題進行廣泛討論。在「商標註冊保護與仿冒查緝」議題中，

大陸方面關切台灣智慧財產法院實務運作之情形；與會來賓則提到有關地名註冊問題。第2場「商標的識別

性及使用證據之認定和採信」部分，雙方關注的重點在於商標使用證據在「使用地域」方面的限制，此

外，未經授權登記之使用證據及防禦性註冊等問題，討論十分熱烈。有關「馳名商標（著名商標）的認定

與保護」則是業者普遍關注及相關主管機關亟待思考解決的問題，與會來賓於提問時特別針對兩岸企業

「撞名」問題，以及在大陸註冊爭議解決之最佳方式就教來訪貴賓，會場討論氣氛熱烈。 

下午在商業總會舉行的「工商企業座談會」，則提供有意於大陸申請商標註冊或進行商業投資之工商企

業，直接了解大陸相關商業法規並進行意見交流之機會。陸方並就兩岸商標制度之差異性、審查技術操作

實務面及商標權保護體制的不同等因素提出說明。 

下午另一場「商標業務交流座談會」部分，雙方就「研究兩岸商標案件，探討解決途徑」、「建立兩岸商

標案件溝通機制」、「兩岸商標專業人士考察交流」、「提供馳名、著名商標認定保護資訊交流」等議題

充分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就商標案件及法規資訊設立窗口，包括商標局及商標評審委員會。有關審查人員

交流部分，陸方對於這種專業深層的交流樂觀其成。至於著名商標資訊交流部分，我方提供本局對外公開

之近5年認定過著名商標案例的光碟，供陸方參考。雙方均認同此次交流之重大意義。 

透過本次「兩岸商標論壇」成功的交流，將更有利兩岸於未來共同提升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創造企業創

新研發的良好環境，進而促進兩岸企業攜手進行全球布局及提升兩岸的產業競爭力，也為未來開創更多交

流機會，不僅是知識層面的交流，也可以擴及到資訊層面多元的交流，建立相互保護商標機制，促進人員

互訪，積極推動實務經驗之學習與分享，進而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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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實務介紹

功能性理論乃貫穿商標權之成立、效力與限制之理論。具有功能性之立體形狀不得被註冊為商標，即使被

註冊商標，其亦不為商標權效力所及。關於「功能性」問題，主要國家之商標法對其闡釋並非一致，由許

忠信先生為文之「立體形狀功能性之介紹」，即以美國法與德國法為例分別闡述：對某些有需要加以保持

自由以供公眾自由使用之標識，德國法乃以自由保持使用需求理論來確保，而美國法並無自由保持需求理

論，所以將甚多本質上並非「功能性形狀」之標識而有保持自由使用之必要者，以其具有「功能性」為由

而拒絕其被商標權所獨占。另我國現行法已承認立體商標，文中對於功能性理論擴及於審美功能性之相關

法條文中亦加以討論，希望增加讀者對功能性理論之瞭解。 

至於非傳統商標部分，目前我國僅受理包括立體、顏色、聲音商標等三種，由於經濟活動發展快速，非傳

統商標逐漸興起，對我國商標法制及商標權人與公眾的權益影響甚鉅，現行條文以列舉方式規定之商標註

冊保護範圍，已漸無法滿足現有環境之需求。由高秀美小姐所著「擴大保護非傳統商標之介紹」一文，藉

由蒐集各國對非傳統商標保護之情形，探討開放保護動態、全像圖、氣味等非傳統商標之定義、申請要

件、識別性認定及非功能性等相關問題，同時針對擴大商標法保護客體之必要性，可能帶來的問題加以說

明，相當值得一讀。 .........more

 

淺論專利法上生物寄存之規範

專利說明書揭露充分性是核准專利的重要關鍵，透過充分揭露確保發明內容的正確性及完整性，以避免

「發明人已取得專利，但卻因其揭露內容的不充分，而使公眾實質上無法享用該發明」之對價不均現象發

生。在國際間生物科技蓬勃發展，生技發明愈來愈多的情形下，生物寄存（deposit）之設計，係為彌補傳統

說明書揭露充分性要件於面對新興生技領域規範程度之不足。由楊宜璋先生所著「淺論專利法上生物寄存

之規範」一文，就生物寄存於揭露充分性之重要性、生物寄存之國際性條約規範、美國生物寄存要件規

定、我國生物寄存法令之演進與現行規範等分別探究，並對我國生物寄存條款提出檢討，及提供我國生物

寄存判決之剖析，對我國未來與國際接軌的規劃提供參考。.........more

 

數位匯流環境中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之整合

在新興科技一日千里的趨勢下，電信、廣播、電視、網路等著作利用科技之整合，勢將影響社會上著作利

用之狀況。由賴文智先生、王文君小姐合著之「數位匯流環境中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之整合」一文，由數

位匯流趨勢對於著作利用的影響出發，剖析現行之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定義，在數位匯流環境中可能遭遇

的問題，諸如二者間權利範圍不易釐清、透過網路同步廣播在適用著作財產權限制時之困難，而造成透過

網路提供廣播、電視節目授權成本高昂等不利於數位匯流產業競爭，甚至就表演人保護之部分，恐有違反

國際條約之問題予以檢討，另在符合國際條約規範下，以對現行法規體系概念最小變動之原則，提出公開

播送權與公開傳輸權整合之修法建議，希望能增進讀者對數位匯流趨勢有所瞭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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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76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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