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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88年就加入智慧局前身，改制

前的中央標準局商標領域工作，這也是我

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因為在

學校主修法律，同時喜歡逛街購物以及追

求時尚品牌，這份工作恰巧與我所學和興

趣相吻合，所以從一般行政事務人員到助

理審查官、審查官、高級審查官，直到主管

職，在智慧局服務已將近 35 年。 

 

         

         

         我認為領導者首先要展現對工作的熱情，保持正向的態度，隨時散發正能量，藉

由不斷的學習，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商標審查需要注重細節與耐心，商標權組

同仁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多於男性，目前全體109位同仁中，女性有82位，占全組75%，

在這樣以女性人員為主要結構的組織，塑造一個舒適友善如同「家的感覺」的工作環

境，至關重要。 

         前任本局長洪淑敏女士，在工作的同時能兼顧家庭，給予同仁適時關懷和尊重，

以及充分授權與信賴，在她的帶領下，大家都能自發性的完成交辦的任務，從中獲取

成就感。我們私下暱稱她為「媽咪」，她讓我們感受到如同母親的關愛和教誨，而樂

在工作，我想這是我一直沒有離開智慧局這個大家庭的理由之一。 

 

 

臺灣 IP 領域傑出女性主管

專訪(七) 
胡秉倫組長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組長     

您如何領導組織?您從他人所得到的工作上最佳建議為何? 

有無 IP 界的女性人物讓您得到啟發? 

請您分享一下加入智慧局的動機和原因，另外您在智慧局服務多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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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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女性主管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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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面所提到的，商標權組目前女性同仁約占全組 75%，但是主管職 9 名人員

中，僅占 3 位(33％)，究其原由，女性會面臨更多「角色切換」挑戰，女性結婚生子

之後，在事業和家庭育兒兩者之間，通常選擇投入較高比重的精力在家庭，而放棄職

場競爭向上的機會，這是非常可惜的。 

         其實女性較能以同理心相互支援，遇有跨域協調問題時，更能放棄本位主義跨域

合作，解決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站在女性主管角度，對於後進同仁，特別是女性同仁，我堅信以女性柔性與韌性

兼具的特質，必能在職場展現女性優勢，積極的在各項工作中證明自己的實力。 對我

來說，面對商標申請案件數長期以來逐年持續增長，審查人力受限於編制員額無法增

加的困境下，因為商標權組具備人員穩定性及向心力高等特質，勉強還能因應逐年增

長的案件。但從 2021 年起已明顯出現待辦案件增加的情況，而 2023 年更面臨大量

人員退休潮，如何在既有人力下做最適當的調配，使之量能最大化，並且以專案方式

積極爭取審查人力，是我必須解決的難題，也是職業生涯所遇到最大的挑戰，而我也

有信心在全組人員的向心力和共同努力下，必能克服此一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