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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經過長達十幾年的耕耘與努力之後，於 2002 年

元月㆒日正式成為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體，台灣

的國際㆞位正式受到肯定，全國㆟民莫不引領企盼台灣的

特長與需求能夠透過 WTO 相關平台的國際組織傳達出

去。在智慧財產權法規的部分，為了履行入會承諾，主管

機關更積極㆞檢視國內法律是否與國際規範相調和，於是

參考 TRIPs（與貿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的規定以及台

美貿易談判的結果，在今年連續推動專利、商標、著作權

等智財㆔法完成大幅度翻修，台灣對於成為國際組織的成

員展現了高度的誠意，未來也有信心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完

善保護強化台灣的經濟發展。然而，面對多如牛毛的國際

雙邊、多邊規範，目前尚未有任㆒條文是由台灣提出並且

訂定的，配合台灣過去亮麗的經濟表現以及對全球經濟貿

易的貢獻，台灣應該在攸關自身利益的議題㆖扮演意見領

袖的角色，這是㆘㆒個階段台灣政府與㆟民亟需思考以及

努力的方向。 

過去台灣與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㆒直沒有美國、日本

方面活絡，在欠缺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歐盟對台灣採

取「自主性貿易政策」（Autonomous Trade Policy），歐盟可

以片面決定對台灣採取何種貿易政策，使得台灣廠商對歐

貿易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況。在 WTO 的架構㆘，歐盟不得對

台灣有差別待遇，雙方應可朝向正常貿易關係發展。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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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透過它的行政機構要求十五個會員國聯手加重對

仿冒品的處罰規範，此趨勢值得同樣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

的台灣注意，十月七日、八日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機關

所聯合主辦的「台歐智慧財產權研討會」，邀請多位歐盟執

委會代表來台灣進行交流，本刊編輯特別製作研討會摘

要，收錄於本期「圓桌論壇」專欄，分成㆖㆘兩集刊登。

由於國際研討會現場全程使用英文，為謹慎起見，未拿到

書面或投影片資料者，暫不摘錄。 

本期「學術論述」專欄刊登羅炳榮先生所撰之「專利

侵害鑑定」（㆖），專利侵害鑑定的流程與分析是實務㆖發

生專利訴訟時最關鍵的問題，羅先生以其執業專利代理㆟

多年的經驗，系統性的整理出專利侵權分析的步驟及其流

程圖，相信讀者可以從本篇文章得到觀念㆖的瞭解與啟

發。該文因為篇幅較長，分成㆖㆘兩集刊登，請讀者注意。

「智慧新知」專欄刊登黃文儀先生所撰之「專利申請案逐

項審查之探討」，黃文儀先生目前擔任智慧局專利㆓組副組

長，他在文章㆗指出，明年七月新專利法實施後，新型技

術報告預定仿效日本之實用新案技術評價書，採逐項評斷

的方式為之；關於發明專利申請案智慧局亦有計畫改採逐

項審查。此項新制之宣告，亦再度證明主管機關努力跟㆖

國際潮流之用心與努力。 

本期「㆟物專訪」邀請到 tw-iCommons 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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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持㆟莊庭瑞博士接受採訪，tw-iCommons 是 Creative 

Commons 國際合作計畫的㆒部份，該計畫致力於 CC 

License 的推廣，目的是希望增加線㆖供大眾使用的原始素

材總量，同時為了讓這些線㆖公共資源的使用更為便宜與

容易，Creative Commons 發展了後設資料（metadata），這

可以將作者所選擇的著作權授權條款用機器可辨識的方式

處理。有關著作權與公眾、著作權㆟與使用㆟間的關係，

讀者可以從本期的採訪內容㆗，獲得新穎角度的思考。 


