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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網路及行動裝置給現今社會帶來全新的生活型態，例如

新的交易、支付方式，在為我們帶來更便利生活的同時，也使我們面臨新的社會

問題，好比安全的交易方式、個資保護等，故金融業的科技技術研發將受到更多

的重視。本月專題「重點產業之專利分析（之二）」介紹國際與我國金融科技的

發展概況，輔以專利檢索結果向讀者們介紹金融相關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國際上金融科技發展多年，相關專利也有一定數量的積累，相比之下我國的

金融科技技術卻是剛起步階段。近年來我國因政府大力推廣，產業界開始重視金

融科技技術，然而無論是技術研發或者專利布局都尚未有明確、完整的研究。專

題一由顏俊仁先生、林彥廷先生、廖國智先生、李清祺先生所著之「金融科技專

利發展的概貌」，分析國際及國內金融科技專利申請趨勢，瞭解發展概況，期許

國內業者在發展金融科技服務過程中，亦能重視專利申請及布局，掌握自己的技

術發展藍圖。

經專利檢索並研析過資料後，大致可看出國際金融科技的專利發展趨勢，技

術領域以行動平台、雲端系統、物聯網及大數據等為主，而應用領域則以支付類

的專利案較多，但要再進一步了解各領域關鍵技術的發展尚須更深入的分析。專

題二由顏俊仁先生、林彥廷先生、廖國智先生、簡大翔先生、郭彥鋒先生、李清

祺先生所著之「金融科技專利關鍵技術研析」，為更深入了解各技術領域的關鍵

技術發展概況，本文將申請數量依 CPC的細分類做統計，由此細分類找出專利申

請案的關鍵技術做分析，以小窺大，看出國際金融科技的最新發展，以提供我國

金融相關產業參考。

無論是在審核專利時做新穎性、非顯而易知性的判斷，或是在專利核准後進

行專利侵權判斷，都需要引證先前專利文件做比對；但在做前述三種判斷時，被

引證文件的「技藝領域」卻有差別。論述由徐銘夆先生所著之「從美國『eos潤

唇球』設計專利事件解析『技藝領域』對可專利性暨侵權判斷之影響」，從「技

藝領域」的觀點切入，探討「技藝領域」對於美國實務中可專利性與侵權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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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並於文末對比我國之做法，希冀有助於釐清我國與美國在相關課題上的作

法差異。

數位科技的發展使得著作的利用方式更加多元，也帶動了典藏機構服務型

態的轉變，現行著作權法有關圖書館合理使用之規定已難以滿足民眾需求。本期

著作權法修法專欄，由本局著作權組提供「公法人著作與圖書館合理使用」，基

於典藏機構著作流通之立場，針對典藏機構與公法人著作之合理使用規定進行修

正，使法律與實務有所銜接，以符社會與科技發展所需。

本期文章內容豐富，各篇精選內容，祈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