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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畢

業後，進入常在國際律師事務所擔任

律師，截至目前，在法律領域服務約

2 8 年。因當時協辦許多智慧財產權

案件，引發對此類案件的興趣。當時

台灣科技廠商製造能力  強，引發國

外廠商對台灣廠商的注意並進而於

多國追索專利權利金。當時協助國內

多家廠商在全球許多國家因應跨國

公司提出之專利侵權訴訟。 

 

        

 

       我在擔任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APAA)台灣總會理事長期間，籌辦多項活動，包

括 2019 年 APAA 國際年會，以及「5G 與 AI 相關議題」等大型研討會。在相關專

案的領導上，盡量了解及協調各方意見，適時做出決斷。 

       國內IP領域有許多優秀的女性，如本所的林秋琴律師，其曾經擔任APAA國際

總會第一位女性資深副會長(Senior Vice President)代表我國在國際IP專業領域

取得一席之地。另曾任智慧局局長多年的王美花部長也是IP專業領域優秀的女性

領導人物。 

 

 

                       

臺灣 IP 領域傑出女性主管

專訪(五) 何愛文律師 

   常在國際律師事務所 

 

請您分享一下投入 IP 法律領域的動機和原因，另外您在法律領域服務多久

的時間? 

您如何領導IP法律領域相關專案?  您從他人所得到的工作上最佳建議為何? 

有無IP領域的女性人物讓您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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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 IP 生態系統中面臨的挑戰為何，又該如何去面對呢? 而女性在 IP 生態

系統中，如何互相支援? 

        在專利領域，男性代理人居多，有所謂看不見的玻璃天花板。在亞洲國

家中，台灣相對比較性別平權。我參與 APAA 台灣總會，曾代表台灣擔任國

際總會反仿冒實務委員共同主席 6 年，及商標實務委員會共同主席 6 年，目

前擔任 APAA 台灣總會理事長及國際總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能女性有

語言能力上的優勢，參與國際組織有表現及發揮的空間。 

        但 APAA 國際總會成立超過五十年，目前尚無女性會長，女性最高職務

是擔任國際總會資深副會長。林秋琴律師即為 APAA 國際總會第一位女性資

深副會長。 

        時代潮流的轉變，使得女性所面臨的挑戰獲得改進。在 APAA 國際組織

中，林秋琴律師曾聯合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及香港等其他國家女性會員，

爭取在 APAA 國際總會年會中，有一個「Women in APAA」的聚會時段，讓

所有女性會員有交流及凝聚力量的機會。因時代潮流轉變，許多其他 IP 國際

組織也有類似的安排，所以這個聚會活動也成為 APAA 國際年會常態活動。 

 站在女性 IP 律師角度，對於後進同仁，特別是女性同仁，您有什麼建議

與期許？在校學習過程或職業生涯，您所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您又如何

克服？ 

        我的建議是要保持學習的熱情，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走出舒適圈，多參

與公益活動 ，如各種公協會及 NGO 團體等。尋求情緒及壓力的出口，找到家

庭、朋友及社團等各項支援的力量。 

        2019 年我擔任 APAA 國際總會台北年會的籌備會主席，應該是職業生涯

最大的挑戰。當時總共有近 1800 位來自全球 60 餘國的智慧財產領域專業人士

參與。四天會議中，須籌辦 3 場大型晚宴、9 條旅遊路線及 10 場智慧財產相關

研討會，會議的成功，就是將台灣的進步與美好介紹給國際友人。許多第一次

來台灣的外國會員，會後紛紛表示他們會前原本並無太高的期待，但來台開會

後，驚艷於台灣的政治民主、科技先進、文化多元與豐富自然景觀。 

        此國際會議歷經 3 年的籌備工作，共召開數 10 次籌備會議，面對各種突

發 狀況，甚至晚宴地點南港展覽二館頂樓宴會廳，直到會議開始前兩周才完

工，過程也是驚險萬分。因全體籌備委員共同付出與合作、以及                

APAA 台灣總會理監事及會員們的熱情參與和協助，才能順利成功                  

舉辦此項國際大型會議，也獲得許多國際友人的讚賞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