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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ｅ網通計畫之簡介 

                   傅俊貿∗ 

壹、計畫緣起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受理專利、商標、積體電路

等各式申請案，依法進行審查，並將相關案件資料刊登於專利公報、商

標公報及發明公開公報。申請案件之總數，每年均在十數萬件以上，其

中發明專利申請案往往包含數十甚至數百頁之文件資料，智慧局處理如

此數量龐大的文件，其資料流動實為極浩大之工程。因此，隨著電腦科

技發展，案件資料數位化之需求日益迫切，智慧局針對此一需求所進行

之努力，亦從未間斷。由於網際網路相關技術的日新月異，智慧局採行

的數位化方案亦應隨之升級。申請人／代理人若能將申請案件資料直接

經由網路送件，相較於目前仍需列印紙本的二維條碼申請系統，顯然更

加便利，智慧局亦可取得更完整之案件資料，並進行案件檢索、加值利

用，或與國際智慧財產權機構或組織進行資料交流，其效益十分可觀。 

有鑑於此，智慧局於九十一年十一月成立業務電子化專案小組

（Task Force Team，以下簡稱 TFT小組），著手推動「智慧財產權ｅ網
通計畫」，並於九十二年一月六日經行政院核定本計畫為「挑戰 2008國
家發展計畫」中「數位台灣計畫」「e化政府」項下計畫之一。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服務的對象包括申請人、代理人，智慧局員工及社會大眾，

計畫完成之後，預期達成以下三個目標： 

                                                 
∗  政大經濟學系碩士，現任智慧財產局商標助理審查官兼業務電子化專案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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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民眾方便的智慧財產權電子作業環境 

便捷的智慧財產權電子作業環境，至少應包含申請案件編輯、送

件、規費線上繳納、電子訊息通知、案件查詢管理、資料檢索、電子公

報等服務；這些服務由案件編輯到公報，含括目前智慧局所提供的大多

數服務。依智慧局規劃之內容，案件編輯完成之後，民眾即可線上將案

件傳送至智慧局，並在線上繳納申請費用。完成送件程序後，並可隨時

透過智慧局網頁查詢案件審查進度。 

關於已註冊商標或專利資料之檢索，可以做為民眾或企業申請前重

要的參考資料，目前智慧局提供的服務均有進一步改善空間。至於註冊

專利案件的加值利用，例如專利地圖、專利商品化等服務，由於不涉及

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固然可以由智慧局提供服務，亦可藉由民間企業參

與，強化服務品質。 

二、提供審查官及行政人員完善的電腦輔助系統 

智慧局審查效能及品質之良窳，對產業競爭力實有莫大的影響。因

此，審查效能及品質的提升，為智慧局責無旁貸的義務。關於審查人力

的提升，智慧局目前已加強審查人員之在職訓練，同時舉辦特考晉用審

查官，減少專利外審委員之比例。除此之外，建立完整的檢索資料庫，

讓審查官迅速取得審查相關檢索資料，並透過便利的電腦審查輔助系

統，減少審查及行政作業流程中可能發生的錯誤，亦對審查效能及品質

的提升有莫大的助益。 

為建立完整的檢索資料庫，智慧局規劃將所有申請書全部內容轉換

成可供檢索之數位化資料，同時持續建立與國際智慧財產權機構或組織

之資料交換管道，並增加非專利文獻資料庫之檢索功能，預計幫助審查

官在簡單的檢索介面中查到所有相關前案資料。至於分案、審查進度控

管等行政程序，則透過電腦系統輔助，俾減少錯誤，加快處理速度。 

配合審查輔助系統之重新上線，各項作業流程亦展開檢討，減少不

必要的作業，期能進一步縮短審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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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與國際組織接軌及資料交換 

智慧財產權保護是國際共通的議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與世界各國間智慧財產權之交流與資料交換亦日益密切。但語文問題仍

會造成資料交換之障礙，目前專利案件之英文翻譯未臻完善，影響我國

與國際智慧財產權機構或組織之資料交流。在此方面，ｅ網通計畫規劃

英譯輔助系統，以提升翻譯品質。 

此外，智慧局並持續與各國智慧財產權機構進行交流。目前已與美

國、歐盟、韓國、日本、澳洲、紐西蘭、荷蘭、西班牙等智慧財產權機

構或組織展開多次合作及資訊交流。強化與國際組織接軌之同時，於我

國註冊之智慧財產權將獲得進一步的保障。 

參、計畫期程 

智慧財產權各類案件之申請與審查工作每日持續進行，系統的轉換

自然不是一蹴可幾，因此，ｅ網通計畫規劃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實施。

分別是「小型線上申請」、「全面業務電子化階段」及「服務全面電子化」

三個階段。分段實施之原則為：與申請人／代理人之便利性關聯最大的

系統優先上線，其次進行智慧局內部審查系統之更新，最後則進行加值

服務的提供。 

一、小型線上申請階段 

本階段將有十四個系統上線，其中對申請人／代理人影響最大的，

為下列七個系統： 

1. 申請人／代理人登錄管理系統：為提供申請人／代理人更多元化之
服務，智慧局將提供申請人／代理人登錄管理系統。申請人／代理

人可至智慧局網頁，登錄基本資料，並設定帳號與密碼，嗣後若需

變更地址、電話等資料，則於本系統直接變更，無須逐案辦理。關

於案件審查進度等一般事項之查詢，亦可於輸入帳號及密碼後取得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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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案件編輯系統：本系統將提供申請人／代理人一個便利的申請
案件編輯模式，編輯完成後並可由電腦進行自動格式檢核。本系統

區分成連線編輯與離線編輯二種模式。 

(1) 連線編輯模式：此方式僅適用於商標及新式樣專利之申請案
件，申請人／代理人於本局網站中選擇「電子申請」項目後，

可直接於網頁中輸入個人基本資料、指定使用商品（或物品）

等必要欄位，插入商標圖樣之電子檔案、電子簽章，並使用信

用卡等方式繳費後，即可直接提出申請。 

(2) 離線編輯模式：此方式適用於各式申請案件，申請人／代理人
於本局網站中下載申請案件專屬編輯器，安裝於個人電腦中，

即可利用此系統製作申請案件，編輯數學方程式、化學式、生

物序列式，或插入附件電子檔案等，製作過程中並可隨時存檔

於電腦中，編輯完成後再透過送件系統遞送至智慧局。另為符

合目前申請人／代理人編輯案件之現況，智慧局將提供商用編

輯軟體（例如 MS-WORD）申請案件之匯入格式，換言之，申
請人／代理人可以在其習用之商用軟體完成申請案件之編輯，

再將檔案匯入申請案件編輯系統。 

3. 送件系統：為確認申請人／代理人之身分，申請人／代理人於案件
送件前應先附加電子簽章。若申請人／代理人為自然人，應使用內

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進行電子簽章；若申請人為公司或商號，則

應使用經濟部商業司核發之工商憑證進行電子簽章。完成簽章後，

即利用送件系統進行加密，並傳送至智慧局，由收件系統接受。傳

送完成後，系統將顯示「送件完成」訊號。另由於傳送之案件資料

為加密後之資料，即使於網路傳輸過程中發生當機，資料內容仍無

外洩之虞。 

4. 訊息／通知／處分發送系統：智慧局透過收件系統進行初步格式檢
核後，如無明顯重大之瑕疵，即透過「訊息／通知／處分發送系統」，

以電子郵件寄送申請案號，檢核及寄送申請案號之過程，原則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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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分鐘內完成。 

5. 規費管理系統：申請人／代理人取得申請案號後，即可經由規費管
理系統進行案件規費管理，並可透過信用卡、約定帳戶扣繳、自動

轉帳等方式，繳納相關規費。為便利申請人／代理人，並可一次繳

納多筆案件之規費。 

6. 書面文件轉換系統：ｅ網通計畫並不強制申請人／代理人必須以電
子方式送件，換言之，紙本送件之申請案仍將繼續存在。為取得紙

本申請案件之全文資料，智慧局將透過書面文件轉換系統，以「掃

描→電子辨識」的方式，將紙本資料轉換成數位資料，提供審查及

檢索系統利用。 

7. 公報發行系統：由於智慧局可經由收件系統及書面文件轉換系統取
得案件全文電子資料，專利公報、商標公報及發明公開公報內容之

正確性可進一步提升。並可視申請人／代理人之需求，規劃「線上

公報」及「每日公報」之發行。 

二、全面業務電子化階段 

本階段主要完成目標為各審查系統，包括專利程序審查系統、發明

專利審查系統、新型專利審查系統、新式樣專利審查系統、IC 管理系
統、商標審查管理系統、著作權管理系統、爭議案件審查管理系統、權

證管理系統、行政救濟案件管理系統、電子簽核遞送系統、整合性檢索

系統等。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重點： 

1. 提供全部電子申請表單：小型線上申請階段主要提供各類「新申請
案」之電子申請表單，其他申請案件（例如權利讓與、授權、專利

舉發、商標異議、評定等案件），則於全面業務電子化階段提供。 

2. 強化電腦輔助審查功能：目前智慧局專利、商標審查官使用之審查
系統，僅有部分輔助功能，多數審查流程仍以紙本方式進行。全面

業務電子化完成後，將可強化電腦自動分審、自動格式檢核等功能，

處分書稿之製作將更便利，同時可以透過電子簽核遞送系統進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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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線上陳核，達到電子審查及無紙化的目標。此外，由於專利審查

常須檢索大量不同性質之資料，智慧局計畫建立更完善詳細之檢索

資料庫，並整合於簡單的介面中，以提升案件審查之品質，並改善

審查官作業之便利性。 

3. 積極進行流程改造與組織再造：智慧局現行作業方式均以紙本作業
為原則，若電子申請案件之比例提高，則案件流程及處理方式勢必

有大幅度之改變。以智慧局既有之組織架構處理，恐有扞格之處。

因此，智慧局將於全面業務電子化階段，積極規劃流程改造與組織

再造。調整原有作業人力以因應新的作業流程，並可進一步提供民

眾更多的服務。 

4. 與其他機關電子交換：智慧局與經濟部等行政機關或高等行政法院
等司法機關間，經常有文書往來，目前多以紙本或磁片方式傳遞文

件資料，智慧局計畫與各機關間建立電子資料連結管道，若有文書

交換需求，可以透過電子交換方式，立即傳送資料，並可確保資料

之正確性。 

二、服務全面電子化階段 

智慧局不以業務全面電子化而滿足，良好的服務應該永無休止。本

階段之目標即為提供全面性的「客製化」服務。 

1. 對民眾的服務：智慧財產權資料之國際化，實為權利保護之重要課
題。智慧局將於本階段提供英譯輔助系統，協助將案件資料翻譯成

英文，並滿足國際交換之需求。此外，關於專利地圖、專利商品化

等加值性服務，智慧局規劃引進民間企業的力量，共同提供更完善

的服務。 

2. 對智慧局員工的服務：本階段將完成知識管理系統，藉由此一系統，
可保留員工於職務中累積之智慧與經驗，並可作為新進員工教育訓

練之重要教材。此外，決策資訊管理系統將綜合智慧局各項重要資

訊，經由系統整理分析後，提供決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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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益 

ｅ網通計畫完成後的效益，可說無遠弗屆。具體而言，可由以下四

個面向來說明： 

一、線上申請服務 

案件申請電子化之後，申請人／代理人無須列印紙本申請案給智慧

局，依目前申請案件數及頁數來計算，每年約可節省紙張成本 200 萬
元。案件直接經由網際網路傳送，每年約可節省民眾時間成本 1.1億元。
此外，由於案件資料均以電子檔案格式儲存，不必以紙本存檔，檔案電

子化之效益每年可達 1.4億元。 

二、行政審查管理 

本計畫完成後，智慧財產權審查ｅ化率可達到 100%，預計每年可
節省審查成本 2.9億元。由於各項通知／處分均經由線上遞送，每年可
節省公文郵資 1530 萬。檔案電子化之後，每年可節省檔卷儲存管理空
間 250坪。最後，改採電子公報後，每年可節省公報費用 3000萬元。 

三、公眾檢索查詢 

在便公眾檢索查詢方面，預計案件進度網路查詢服務可達 100%，
並可提供 100項網路資訊服務。預計民眾對智慧財產權資訊應用程度可
達 80%，並可降低企業研發成本的 16%。 

四、國際資訊交流 

在國際資訊交流方面，預計與WIPO商標網域資訊連網達成率可達
100%；與各智慧財產權機構資料交換率可達 80%以上；而國際優先權、
微生物寄存網路認證亦可達 80%以上。 

伍、計畫成功之關鍵與尚待解決的問題 

本計畫成功之主要關鍵，在於「重視使用者需求」。為充分蒐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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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需求之資訊，智慧局ＴＦＴ小組已與民眾進行多次座談會，並多次

訪談代理人事務所，實際觀察作業流程。此外，亦數度參訪各先進國家

推動智慧財產權電子化之作業實況，務期尋求最完美之解決方案。然

而，本計畫仍面臨下列幾個尚待解決之問題： 

一、申請案件編輯器問題 

由於申請人／代理人已有習用之商業編輯軟體，代理人與申請人間

之溝通亦完全使用相同之檔案格式，倘遽然要求改變，勢必引發申請人

／代理人適應之問題。針對此一問題，智慧局已規劃現有商業軟體檔案

之匯入功能，惟對申請書之格式仍需有一定程度之限制，為提高電子申

請之使用率，應持續加強與申請人／代理人之溝通。 

二、中文字碼之整合 

中文字碼之「自造字」問題由來已久，專利申請案件對「自造字」

之需求尤為強烈，若無法解決統一字碼，則雞同鴨講之問題無法避免。

由於 BIG-5字碼無法容納所有自造字，智慧局已針對此問題，在不增加
編輯作業負擔的原則下，尋求最佳的中文字碼整合應用方案。 

三、網路身分認證機制之應用 

為確認申請人／代理人之身分，網路身分認證機制為電子申請不可

或缺之一環。申請人如為自然人，為確認身分，應使用內政部核發之自

然人憑證；申請人如為公司或商號，則應使用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

但若申請人為財團法人或其他團體，目前尚無統一核發憑證之政府機

關。此外，專業代理人是否應另行發給「專業憑證」，以降低其對自然

人憑證使用之疑慮，此一需求亦應予重視。為解決此一問題，智慧局已

研議接受民間核發憑證之可行性。 

陸、結論 

由於電子化的效益非常可觀，近十年來世界各國智慧財產權機構或

組織均已投入極高的經費進行電子化。去年才正式起步之我國智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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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須加快腳步，俾能迎頭趕上各先進國家。智慧局應與使用者保持順暢

之意見交流管道，而申請人／代理人亦宜持續提供寶貴意見，鞭策智慧

局努力不懈。若能齊心齊力，相信必可創造申請人、代理人及智慧局三

贏之局面。我國智慧財產權之發展，定可再造嶄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